
学期之初，教研室都会组织相应
的教材分析，区教研室的杨鸿雁老师
以《学会阅读 我们能做什么》进行了
主题讲说。她多次提到的“徜徉、阅读
时间和阅读实践”颇有感触：

“徜徉”——阅读的状态
阅读就是阅读，是个体在单位时

间内意气相合下，心随文字游走的一
段时光。这个过程，阅读者要从局外
的旁观，一步步走向文字营造的“局”
中，从“旁观者”变为“局中人”。

“徜徉”，即陶醉当中，这是阅读最
好的状态。提到阅读，“读什么？怎么
读？什么时候读？读到什么程度？”一

系列问题接踵而来，但就个体个性阅
读来说实在难以考量。“阅读，建立联
系，遇见最好的自己。即在阅读中发
现已知的发现，储备未知的发现。”当
然，在阅读没有形成自觉行动前，可以
以记录的方式牧养。“学习语言，不外
乎两个方面：外部语言的内化和内部
语言的外化。前者主要靠背诵，后者
主要是说写。”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
学习语言，“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
用功”！

形成阅读习惯后，择书而读。阅
读形式，可以是家长参与下的共读、老
师指导下的导读和自我感知下的选
读。不论怎样，首先得有可读之书。

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需要择书而读。
不一样的书，投入的情感不一样，

在阅读方式上也会有差异。精读、默
读、略读、浏览……选用什么样的方式
因书而定，因人而异。

“真诚”——阅读的必备
阅读实践，“碎片化阅读”、“听

书”、“读别人的观后感”………不论怎
样的阅读，毕竟经历了阅读。至于阅
读的层次、阅读的境界，认知不同，选
择各异。不管怎样，个性化的阅读得
有阅读实践，阅读实践形成个性化阅
读！至于层次境界、意义格局，我的阅
读，我做主——个体本身就是差异，差

异形成了多元！“和而不同，谓之道。”
不管怎样的阅读实践，真诚是必须
的。同样的读书时间，同一本书的阅
读，抛去个体阅历经验外，阅读实践依
然差别很大，根本原因是缺少真诚地
投入。读书，没有一份安静，没有一丝
敬畏，没有一点耐得住孤独的决绝，终
将沦为“心不在焉”、“貌合神离”的看
字运动。

钱理群教授说：“什么是教育？就
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
着学生一起读书，就这么简单！”教育
梦，读书行。“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
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
斓里放歌……”

寻梦，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郑州市二七区运河城实验小学 杨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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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次翻开它时，又深深地
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和道理。这就是
它，一本有深刻含义的书──《佐贺
的超级阿嬷》。

本书的主人公是日本的德永昭
广，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广岛发生核
爆炸，年轻的父亲被夺走了生命。
母亲把昭广送到佐贺乡下外婆家
里，从此昭广就和阿嬷生活在一
起。阿嬷家里虽然很穷，但她和昭
广却过得很快乐。

书里面有许多有趣的事情：
他们有一个“超级市场”，可以

从这条小河里捞上一些别人丢失的
东西，比如蔬菜、帽子、水果等。这
条小河给昭广和阿嬷带来了快乐和
“财富”，他们觉得再难受的日子也
变得好受了。

昭广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母亲来到学校观看运动会。在
别人看来，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
情，可昭广的母亲长年在外工作，根
本没时间来学校，所以昭广每天都
盼着母亲能来。当每次运动会开始

时，昭广都是信心十足，每年都拿长
跑冠军，但比赛时没人给他加油，使
他情绪低落。当开始吃饭时，老师
看见昭广吃得不好，便说自己肚
子疼要拿自己的美味换昭广的饭
盒，于是昭广每年都能吃到“山珍
海味”。到六年级的时候，昭广问
阿嬷为什么老师每年都肚子疼
呢？阿嬷告诉他，这正是老师对
你的关心，他不想让你感到难堪，
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到这个时候，
昭广和我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体
贴与关心。

在种种事情中，都能体现阿嬷
对生活的乐观。阿嬷对穷的看法让
我意味深长：“穷有两种，一种消沉，
一种开朗。我们家是穷得开朗，而
且和由富变穷的人不一样，不用担
心，要有自信，因为我们家世世代代
都是穷人。”这句话看出阿嬷是穷得
开朗，苦得开心，这不是人人都能体
会到的人生哲理。

阿嬷的笑看人生，让我由衷的
敬佩。

笑看人生
──读《佐贺的超级阿嬷》有感

□金水区思达外国语小学 曹恒印（语文老师联盟成员）

■语文老师联盟风采展示

我一个同事有个不到两岁
的男孩，这段时间老不睡觉。同
事问我有没有关于讲睡觉的绘
本，我想到了《你睡不着吗》，有
一只小熊睡不着，说怕黑，大熊
就开灯，还是怕，屋里不黑了，说
怕外面的黑，大熊就把他抱到外
面，和他一起看月亮，一起感受
这种黑。不一会，小熊就睡着
了。小熊为什么能睡着？里面
有两种很重要的情感需求，陪
伴，小熊希望爸爸能陪着自己，
感受安全感。小熊有怕黑的情
绪，需要有人能看到，看到了，他
就觉得自己存在了。

大熊很了不起，他简直就是
儿童心理学家，知道陪伴，还知
道小熊并不能把自己的这些需
求都表达出来。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像小
熊一样呢？孩子小，但他的各种
情感需求都需要得到满足，但我
们很多时候是做不到像大熊一
样了解儿童的。怎么办呢？我
们需要借助一个过渡性客体，让

孩子感觉到我们看到了他们的
需求，也让他们的情感得到共
鸣，觉得真是说出了我想说却无
法表达的心情。幼儿是这样，学
生也是这样，成人也需要这些说
出心声的文学作品的。

作为语文老师，如何选择这
么一个过渡性客体呢？当然是
优秀的绘本和儿童小说是最好
的选择。

我准备了很多电子绘本给
学生读。课上完后会留下几分
钟，他们看着屏幕，我读给他们
听，不提问，也没有作业。

一年级上学期，我读了三本
儿童小说《绿野仙踪》《木偶奇遇
记》《爱丽丝漫游奇境》。学生
非常喜欢，一个中午读一两
个章节，下次让他们回忆上
次的人物和事件，将故事连
起来。学生的注意力超级集
中，记得也特别牢。电影课
也是阅读的另一种方式，我让孩
子们找电影与原著的不同，非常
有效果。

本科学历，二级教师，从事语文教
学和班主任工作18年，具有丰富的教
育教学经验，优质课在省、市比赛中
获奖。喜欢教书，寓教于乐，尊重信
任学生，善于营造活泼的气氛，展现
课堂无穷魅力，深受学生喜爱和家长
认同。“爱心献给学生，诚心送给家
长，信心留给自己”是其一生的追求。 绘本、儿童读物

怎么“读”？
□惠济区东风路小学教师 熊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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