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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朱华贤

“老师，我的孩子课外书读得真不

算少，每星期至少一本，可考试时，阅读

理解题总是被扣好多分；作文呢，也挤

牙膏似的，总是在凑字数，扣七八分是

常态，你说这是为什么？”作为语文教研

员，经常有学生家长向我诉说困惑。

有些语文教师也有类似的问题：

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几乎每周

都要向学生推荐一些经典美文，或朗

读它们给学生听。照理对写作文应该

有帮助，可不见得有什么效果。

阅读似乎成为得不偿失的事，白

白地浪费宝贵时间，这是哪里出差错

了呢？

须申明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多少

有一点急功近利。但就当前这样激烈

的竞争格局而言，希望通过课外阅读

来提增考试分数，任何人都应该给予

充分理解。于是，人们习惯于把文本

理解和语言运用能力看作是第一需

要，最好是立竿见影出奇效；在此基础

上，实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塑造人

格等精神目标，作为第二需要。

仔细思量，人们在对待阅读上主

要存在三个误区。

一、把学生阅读与成人阅读完全
等同起来

学生课外阅读与成年人的业余阅

读是有区别的。成人阅读纯属消遣娱

乐，可以只注重文章内容是不是有趣和

新鲜，只要读的时候有味道，读后用不

着多思考；而学生阅读肩负两重使命，

一是了解内容，即“写的是什么”，二是

体会形式和语言，即“是怎么写的”。

学生阅读完一本书后，有必要进

一步想一想：它究竟好在哪里？哪些

方面值得我学习？从而对值得学习之

处多读几遍，仔细研究一番。

如果教师没有刻意引导学生思

考，几乎没有学生愿意这样去阅读，毕

竟太费力了。最近，我问了几位四年

级学生，他们刚刚学过《中彩那天》，

“这是一篇精读课文，你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都学过了，是吧？请说说，这篇课

文好在哪里？”

这几个班级中的优等生面面相觑，

无言以对。我又问：“评价一篇文章好

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吗？”对此，他们搔破头皮，只说了“有好

词好句”和“语言优美生动”两点。

语言教材是文选型的，学语文是

从阅读一篇篇具体的文章为基础的，

可学生连文章好在哪里都搞不清，能

学好吗？

有的学生课外书是读了不少，但

很可能只是把它当作消遣性读物，用

成人那种心态和方式在读，只停留在

浅薄的对故事梗概或主要人物的认知

层面上，没有读出它的“好”来，就像囫

囵吞枣，虽然有一个入胃穿肠的过程，

但一点也没有消化吸收。

如果要把阅读上升到思想和能力

的层面，就要改变阅读的心态和方式，

真正从学生的角度去阅读。读过之

后，教师和家长要引导他们想一想：这

本书你那么喜欢，到底喜欢它的哪些

地方？如果一时说不上来，可引导他

们思考内容（人物、思想、感情等）、形

式（结构、思路、情节）、语言（用词、句

式、修辞）上有什么特色。如果能经常

问问这三点，那么课外阅读就会对学

生的语文学习起到实实在在的帮助。

二、搞不清楚命题意图和解答方向
中小学语文试卷中，阅读理解题

比例通常占三分之一，通过一道一道

的题目检测学生有没有读懂这篇文

章，是否知道文章写的是什么内容、形

式和语言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优秀的

语文教师，拟题一般都会从这样两方

面着手：一是宏观（文章整体）、中观

（段落）和微观（句子或词语）；二是内

容（人物、感情、立意等）和形式（结构、

情节、表达方式等），只有兼顾这两个

方面，检测效果才是科学合理的。否

则，就是在出偏题怪题。

所以，能不能正确解答，关键在于

能不能真正读懂文章。答题技巧几乎

不存在。如果学生能读懂文章，能品

鉴出了其中的妙处，那就不用担心做

不好阅读题。

三、有些学生总是在生产一个又
一个半成品

阅读题是检测理解能力，追求

的是精准和到位；写作是检测语言

运用能力，追求的则是独特与创

意。阅读和写作虽然都属能力范

畴，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能力，相关

而又不完全等同。

阅读理解受到文本制约，发挥空

间相当有限；写作虽然也受到题目或

材料限制，但它的灵活性相对大得

多。新意是文章价值所在，没有新意，

就没有价值。课外阅读经典时，应当

与写作对接起来，其方法是作一些比

较与思考：这篇文章与同类文章区别

在哪里？哪一点是它的新意所在？如

果在平时的阅读中经常有这样的对

接，那么，在写作中也就自然而然地会

寻求新意，追求独特，作文水平就是这

样提升的。

再说作文本身。有些学生书读得

很多，对别人的作文评头论足也很在

行，可自己却写不好作文，很大可能是

因为眼高手低。这些学生作文一篇一

篇地写，却总是在生产一个又一个半

成品，没有一篇是认真构思、反复修改

的精品佳作。

作文能力的提升，不能低层次重

复，而是要一点点向上突破和超越，追

求完善。宁可少写几篇，一定要花大

力气，重点写好若干篇精品。写过几

篇好文章，信心就会大增。

为什么课外书读得不少，
阅读题和作文还是扣分很多

龙泉许东宝（楼主）
天气热，家长们买来冰块降温。

办法虽然土，但也凉快一点了。为

此，部分家长觉得学校应该装空调，

使学生在酷暑天气也能安心学习。

那么，您认为教室要装空调吗？

赵占云
突然间连续高温，作为一名体育

教师可以说最有发言权。

我们学校有空调，有时候空调

“罢工”，一走到教室门口，就闻着一

股浓浓的汗馊味。有些汗较多的学

生已经不能正常写作业，刚发下来的

试卷，没几分钟就被他们的汗手弄得

褶皱不堪。在装不装空调这个问题

上，本人认为是肯定要装的。

但是装上空调后，学生们却可能

成为空调间里的小鸟。在相对凉爽

的5月初，学生们早早在操场上排好

队等着我上体育课了；而这几天，上

课铃响了，操场上仍一片寂静。我去

他们的教室看看，才发现一个个躲在

那里乘凉呢。让他们出来排队去上

课，一个个叫苦连天，有些还以肚子

疼、脚疼、手疼为由想赖在教室里。

体育课上完了，学生满头大汗回到教

室，我又怕他们吹空调受凉。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

装过空调的学校，电网需要重新布

置，尤其是有几十个班的大学校，原

来的电网根本就负荷不了。装空调

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金投入，装完后

不菲的电费也随之而来。

龙泉许东宝
空调间确实很凉快，可是外机不

知大家靠近过没有——非常热，城区

学校一般都有四五十个教室，加上教

师办公室，那么多外机散热，整个校园温度不高起

来那是不可能的。现在都在倡导节能减排、低碳

生活，这些环保观念更应该从娃娃抓起。所以，我

觉得教室最好还是不要装空调，可以装电风扇嘛。

我读书的年代，没有空调，教室里热，也是这

样过来的。再说，还有少数学生家里没有空调。

假如学生在装空调的教室里待习惯了，回到家里

又没有空调，有可能会有不正常的心态。

天气热到一定程度，教育局会发在家休息

通知。

阿 国
我自己也当家长，眼看着儿子在学校里捂出

痱子，自然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不能马上

推动学校赶快给每间教室都安装上空调。但是，

支持装空调不等于支持家长绑架学校，有些家长

直接以家委会名义购买空调上门相逼，并且对学

校提出的线路老化问题置若罔闻，我心里是拔凉

拔凉的。难道我们教师自己每天在教室里上课，

会不知道空调的舒服吗？家长用这样近乎暴力的

形式来达成目的，真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吗？为

这样的教育“合伙人”喝个倒彩。

伊 人
中小学教室是否装空调，要看学校意图。比

如新的学校在设计建造时就预留了空调位置，可

以安装空调；而我们学校没有想过要装空调，所以

至今教室里都没有空调。我个人以为，毕竟最寒

冷或最炎热的时候，正是寒暑假期间，班级里没有

必要装空调。

龙泉许东宝
现在国力强盛，装空调这点经费绝对有，装几

台空调应该是容易的。但空调间应该对外界“绝

缘”，门窗关好，不能通风，要不然起不到制冷作

用。教室里有那么多学生，因为空调开着不通风，

怎么防治呼吸道传染病、手足口病呢？

伊 人
高中、大学教室里装空调的多些，小学、初中

教室里装空调的少些。昨天我参观省内一所民办

初中，所有学生活动的室内空间都装上了空调，看

着很是气派。但该校教务主任说，学校每月电费6

万元，我们惊呆。但学生家长会买单，羊毛出在羊

身上。这种买单在公办学校是不可能的。

万步侠
教育要实现师生平等。一所学校里如果教师

办公室有空调，学生教室就应该有。如果教师没

有，那么学生也可以没有。

□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吴笔建

浙教版初中八年级上册《科学》

第三章《神经调节》一课，有一个测试

反应快慢的活动。

内容如下：“1.测试者0刻度朝下

突然松开直尺，被测试者仅用拇指和

食指将直尺夹住；2.记录被测试者捏住

位置的刻度，重复做2次，求出3次实

验结果的平均值。被测试者捏住位置

越靠近直尺下端，说明反应越快……

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经常出现一

些问题影响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因此

笔者一开始就引导学生规范操作。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呢？”我问。

学生A：“直尺显示刻度越小，说

明下落距离越短，下落时间越少，就

说明反应速度越快。”

“如何控制直尺，使它的下落初

速度相同呢？”

学生B：“让直尺从静止状态自

由下落即可，初速度为零。”

“实验能否独自一个人操作，左

手拿直尺，右手捏直尺？”我问道。

学生C：“不可以，因为自己左手

什么时候松手，大脑会作出判断，右

手立即作出反应，无法测试出真实的

反应速度。所以必须要两个人合作，

实验数据才真实可靠。”

我接着提问：“对被测试者还

有什么事项要补充呢？”因为活动

要求中没有指明，学生一下子陷入沉

思中。

我请学生D走上讲台配合我进

行演示。

D拿着直尺，第一次实验时，我

把手指放到直尺的0刻度线处，第二

次放到8厘米处进行实验，结果两次

测量数据相差很大。我问学生：“这

样测试可行吗？”

学生一下子反应过来：“这样不

好，应该捏在0刻度线处，方便直接

从直尺上读出示数。”

按照学生指出的操作要领，我们又

重新测试了几次，数据偏差仍然很大。

我问学生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学生纷纷比划着、讨论着。几个

细心的学生举手示意，学生E回答

道：“在几次实验中，老师的拇指与食

指距离不同，影响了反应时间。我与

同桌讨论了一下，认为两指之间距离

控制在3厘米左右比较合适。”

“这个建议不错。”我肯定了学生

的答案，“那么被测试者还应该注意

什么呢？”

看学生似乎理不出头绪来，我让

学生F配合演示，当F放开直尺时，

我右手顺势下移把直尺捏在手中。

还没等我发问，学生大声叫起来：“右

手不能移动。”

“是呀，右手不能移动，那我们就

放在桌子上，这个高度应该差不多。”

我点击课件，出示活动注意事项，在

图片上标注：测试者直尺自由下落，

被测试者手靠桌上，指距3厘米，对

准直尺0刻度线。

同时，我把教材中的活动内容做

了小小变动，由易到难排列。1.看直

尺夹直尺。甲学生盯着乙学生，当乙

学生一松手时，即用两指夹住直尺。

2.数数夹直尺。甲学生一边按2、4、

6、8……顺序数数，一边盯着乙学生，

当乙学生一松手时，即用两指夹住直

尺。3.闭眼睛听指令夹直尺。甲学

生闭着眼睛，当乙学生发出指令后，

即用两指把直尺夹住。每个活动测

试3次求平均值，最后对数据进行分

析处理，得出结论。

由于前面铺垫到位，指令明确，

学生活动井然有序，大大提高了课堂

教学效率。

以前，我会直接告诉学生操作注

意事项，或者直接展示课件，然后让

学生分组实验。因为学生只是接受

语言或文字信息，不能及时转换成能

力，致使操作失误明显增多。教师在

巡视过程中，要逐一进行纠正，耗时

增加。

改进后的实验方案，是在教师演

示实验的过程中，创设错误情境让学

生进行分析，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参与

度，让学生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海盐县于城小学
杨 宁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每
次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心
情都会像四季一样变化：翻
开干净整洁的作业本，心里
好像阳春三月里盛开桃花；
翻开又脏又乱的作业本，又
仿佛冬天鹅毛大雪压在心
头。写得好的作业本我一
般都会表扬展示，不好的会
提醒学生下次进步，但似乎
榜样的力量并不强大，我的
碎碎念也成效不佳。书写
这个问题如同魔咒，困扰我
许久。

一天，我偶然发现，一
个平时卷面涂抹严重的学
生，这次作业竟然有些进
步，比平时看上去干净了一
些。顿时，我心情大好，拿
起笔，三下两下，在作业一
角画了一个笑嘻嘻的小
猪。在课堂上，我展示了这
本作业，表扬这位学生，形
容他的作业本像浑身是泥
的小猪今天洗好澡干干净
净地出来了。

学生们看到我画的小猪都开心地笑
了，眼里充满羡慕。那个被表扬的学生
虽然害羞地低着头，但嘴角扬得老高。

第二天作业收上来，我发现有明显
改观。于是又选择了一两个优秀的作
业本，以及一两个质量提高的作业本，在
作业的空白处画上开心小猪。

“谁这次又是开心小猪？”上课前我
问学生们。几位学生得意地把手举得
老高，别的学生有些脸上露出了失落的
神情。我对学生们说：“你的作业本上
没有画小猪，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只
要你每次写作业时都能认真完成，可爱
小猪一定会在你的作业本上微笑。”

从此，学生们会急切地询问，作业
什么时候批改好，拿到作业本第一时
间就是找小猪，作业质量也随着时间
的推移一点一点地提高。我想，那只
微笑小猪这回应该是真的发出会心的
微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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