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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纪事

成长之路

观书有感

□项勇义

二十多年前一趟出差，知道了发

糕和小辣椒是龙游特产，名闻遐迩。

如今品读赵春媚老师《红尘烟火》，

才知龙游美食之盛，不止于发糕和小

辣椒。

她笔下的美食，品类繁多，工艺

讲究，色香味诱人。读这些文字，仿

佛让人置身北乡南乡的袅袅炊烟之

中，可忘情地呼吸一番空气中弥漫的

香味；也仿佛徜徉在热闹的龙游老

街，遇见各式小吃店里大快朵颐的人

们，也忍不住要想尝一尝；或者仿佛

感受到龙游人的日常，推门进入一户

人家，见一家人已团团围坐，等待着

一起动筷子。

读这些文字，能让人口舌生津，

不知不觉生出饕餮一番的念头来。

《红尘烟火》对龙游美食有体系地介

绍，堪称是“舌尖上的龙游”。对外乡

人而言，这或许是一本龙游旅行美食

攻略，而对龙游本地人而言，则更像

是一份家常必备菜谱。

书中关于美食和风土人情的记

述，有的源于作者有意识的采风，更

多的源于作者的生活体验。

东阁桥头的豆腐丸子店、矮子

排档的龙游炒粉干，保留着作者的

童年和青春记忆，馄饨担边上几乎

可以触摸到爷爷奶奶的背影。外婆

做的糍糕、酒酿总比别家的好吃，妈

妈做的猪肠、豆豉自然要比外面的

来得干净。

美食之中蕴含着浓浓的亲情和

美美的天伦之乐。美食味道是时间

长廊里家乡的味道，是勤劳朴实的

外婆的味道，是心灵手巧的妈妈的

味道。

这份亲情，延展开去是乡情。呼

朋引伴，团团圆圆，是北乡包汤团的

场景；妇孺嬉闹，热热闹闹，这是打麻

糍的情状。

“北乡莲子烧，南乡米老酒”，龙

游人的豪爽和大气，都沉浸在这一杯

酒中。家人团聚、宾朋来访，是一幅

幅乡土江南的美好图景。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有些东

西是能够进入到骨髓里去的。”这些

东西大概就是对时光恒久的记忆，由

此看来，写的也是“心灵上的龙游”。

烟火之气，可以说是对人类文明

形象而高度的概括，既包括物质文

明，也包括精神文明。

食可果腹，人类生生不息，这是

物质文明。仓廪实而知礼节，人类

有更高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追求，这

是精神文明。烟火之气在，则人类

文明存。

《红尘烟火》或许还是一本引导

学生们知家乡爱家乡的校本教材或

地方教材。

其一，可引导学生切身体验“民

以食为天”的道理。丰衣足食，是民

生头等大事，是自古以来百姓的所

祈、所愿。教育要让学生知稼穑之艰

难，思一粥一饭来处之不易。

其二，可引导学生传承家乡文

化。人是独一无二的文化载体。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天地之气，聚

于百谷，成于美食。这些美食又养

育斯人于斯地，成就一方人独有的

个性、智慧和魅力。潜移默化总还

属于不自觉，知来处，知所以然，才

是文化自觉。

其三，可引导学生体验劳动、学

会生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知家

乡美食，懂家乡美食，如果学生能做

家乡美食，何尝不是一种生活品质？

或可带来一生口福。

赵春媚供职于龙游县詹家小学，

是一位语文教师，是《小学生时代》杂

志的作者和老朋友。

她喜欢写诗，在当地小有名气。

她的诗歌清丽婉约，如燕衔春泥、鹂

跃柳梢。她才思敏捷，近撷远取，皆

成诗文。生活中的她，很有龙游人的

豪爽，甚至带几分侠气，这大概也少

不了莲子酒和米老酒的浸润。

喜欢写作的人，对事物总是多一

份特别的留意，对生活总有一种深情

的热爱。她在教学工作之余，用爱乡

的心灵和细腻入微的笔触关注家乡

美食和风土人情，这并不让我意外。

我一直以为，教师在教学工作之外，

要有爱好，要修炼自己的特长。

赵春媚正是这样一位有才情、有

热情、有专长、受学生喜爱的教师。

期待她有更多成果和更好的成长。

文到末尾，忽而联想到人在旅

途，除了欣赏一路美景，也总免不了

尝尝一路美食。甚至觉得，人在旅

途，无非美景与美食。

转念一想，又觉不妥，那些陪伴

我们的人呢？那些路途中遇见的人

和事呢？还有个人的奇思妙想，以及

一番作为呢？

因此，人在旅途，自可以不舍美

景和美食，但绝不能拘泥于美景和

美食。以此与作者、读者共勉。

（作者为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副
社长、副总编辑）

人间烟火味 最抚凡人心
□金华市罗埠镇莲湖小学
潘丽仙

我的外公、舅舅、父

亲、姐姐、外甥、女儿，还有

我都是教师。

父亲家里很穷，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纪，居然无

一人上门说亲。眼看村

子的同龄小伙子相继娶

妻生子，爷爷急得一夜白

了头发。

可父亲却事不关己似

的，整天捧着书读个没

完。走路读、吃饭读，甚至

连上茅房也读。

后来，父亲以第一名

的成绩考取兰溪师范学

院，与我舅舅成了同学兼

同桌。

我外公非常赏识父

亲，执意要把女儿许配

给他。

婚后不久，父亲就被

调往一所离家六十多里穷

僻山区的学校任校长。

父亲想提高办学水

平，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经

常挑灯夜读，从书中汲取

精华，结合学校实际，开展

教育教学改革。几年下

来，校园风貌焕然一新。

业余时间，父亲读了

许多国内外教育名著，如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席

勒《审美教育书简》、皮亚

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

学》、木村久一《早期教育

与天才》、福禄培尔《人的

教育》、杜威《明日之学

校》、布鲁纳《教育过程》、《叶圣陶教育文

集》和《陶行知文集》。

他还要求教师们平时多阅读。他

说，作为一名教师，就应该有一点书卷

气，保持心静如水、人淡如菊的心境，使

自己的生活充实，精神滋润。

父亲阅读有个特点：第一遍快速浏

览，第二遍细细品读，一边看一边做标

注，精彩之处用一本笔记本摘录下来。

父亲每到一所学校任教，认真阅读、

刻苦钻研的精神都会影响一大波人。

母亲总是不解：“读书又不能当

饭吃。”

我们三姐妹总会振振有词地反驳：

“母亲大人，书不仅能当饭吃，还能当营

养品喝呢。”

“什么，什么？还能当营养品？别蒙

我。隔壁三婶曾不止一次笑话咱家呢，

说你父亲这么没用，生三个女儿都是倒

贴货，饭都吃不饱，还学什么文化。他们

家里三个儿子就是好，天天劳动挣工分，

养家糊口饱兜兜。”

听到这里，大姐异常生气：“母亲大

人啊，三婶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

您是知识分子的妻子，怎么跟她一般见

识呢？”

大姐说得很有道理，人可以一餐不

吃，但不可以一日无书。正如莎士比亚

所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学生时代，我喜欢读小说、散文、诗

歌。工作后，由于写论文和班级管理需

要，我渐渐接触到教育著作。无论白天

多么忙碌，回到家靠在床头或沙发捧上

一本书，顿时一切都安静了。

在书里，我读到许多自己不知道的

东西，也找到许多心灵的共鸣。就在一

页一页的翻阅中，我感觉自己畅游在一

个全新的世界，又像遇到心有灵犀的朋

友，当我迷茫彷徨时还有高人指路。

一旦有空，我就上新华书店购书，或

上网阅读。《爱心与教育》《让爱智慧》《读

懂小学生》等教育心理学著作看了一遍

又一遍，还有柏拉图《理想国》、苏霍姆林

斯基《育人三部曲》更是认真学习，使得

内心更加透彻。

阅读使我更自信地走近我的学生，

更自觉地去研究我的学生，去发现学生

身上的优点，寻找与学生沟通的桥梁，

从而把纯真的心灵开启，把智慧的火花

点燃。

常听到不少教师说学生难管难教，

我却想说，那是因为教师没有走进学生

心里。如果教师真正走进学生心里，学

生不仅会喜欢教师的课，还会喜欢教师

这个人，甚至于喜欢教师的一切。学生

还会以教师为榜样，学习、模仿教师。

永嘉二中 戴柏葱

我觉得，教师阅读想要追求品质，或者想更

有效率，可以从朱熹那里学习一些阅读之法。

比如，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的阅读方法，就

来自于朱熹。

《朱子读书法》说：“群书先后缓急失其序，

则迂回艰苦而不切于其身；每书诵读考索失其

序，则匆遽急迫而无得于心。”

循序渐进阅读法，有两个具体要求：一是先

读基础层次的书，再读更深层次的书；二是读一

本书，要按照书的体系，确定先后次序，不能乱。

朱熹这个读书法，现在看起来会觉得有些

古板，但实际上很务实。

特级教师闫学提倡“有坡度的阅读”，其实

和“循序渐进”读书法不谋而合。

坡度即“难度”，阅读就像爬坡，书籍的阅读

“坡度”不同，教师通过不断阅读，不断“爬坡”，

在每一个“坡度”收获不一样的“果实”。教师的

阅读品质，就在这循序渐进过程中，不断得到提

升。

年轻教师感到困惑和无助，可以读一些入

门级指导书籍，帮助自己快速适应教育教学生

活，少走一些弯路。如吴非《致青年教师》、王尚

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王晓春《问题学生诊疗

手册》。

教学多年的老教师，可以读一些课程理论

书籍，帮助自己更好地确定教学风格。如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书系”，又如翻译引进的

外国教育专著。

教师阅读倘若不注意循序渐进，只是一味

追求阅读“高大上”著作，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起到反作用。

熟读精思阅读法，即读书必须反复诵读、仔

细推敲、琢磨其意。

《朱子语类》卷十：“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

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

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

读得熟，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

忘。

现在很多教师片面追求阅读数量，囫囵吞

枣，不求甚解，看似读过很多书籍，实际上所得

甚少。

朱熹说：“读书切忌贪多，惟少则易于精熟，

而学问得力处正在于此。”

熟读需要全身心投入，更需要反复阅读多

次，才能为进一步精思打好基础。

要想读书有所得，非熟读不可，甚至逐字逐

句圈点批注，还要对书中疑惑之处，深入探究，

正是朱熹所谓“熟读精思既晓得，又须疑不止，

如此庶几有进”。

关于精思，朱熹还提供了两个角度：一是独

立思考，二是比较。

“若有疑处，且须自去商量，不要倚靠人。

人若除得个依靠人之心，学也须会进。”朱熹这

里强调的这点，其实就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

云。

而比较的好处，就是让思考变得更全面、更

开阔。

“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

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

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

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

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

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

读到文章有疑惑的地方，各家说法纷繁错

杂，不要匆忙判定谁对谁错。而要先假定一种

说法，然后顺着文章的思路去验证。除了那些

逻辑上不攻自破的说法，其他的可以与公认的

说法去比较，用平静的心态来观察和分析。

向朱熹学习阅读之法

□东阳市吴宁一中 王秋珍

经常有朋友问我，孩子很爱阅

读，却写不好作文，怎么办？

阅读有助于写作，但不是所有的

阅读都能内化为写作能力。如果不

能从阅读中吸收营养，阅读和写作就

会像春天和秋天，永远无法相见。

笔者尝试将教材用作范文，让学

生利用教材进行写作，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一年里，学生发表作文200多

篇，就是来自教材的模仿写作。那么，

且让笔者以七年级教材《台阶》为例，

说说如何打开阅读和写作的通道。

一、寒梅著花未：细耕文本
文本是一方肥沃土地，只有细细

耕耘，才能犁出花香。

如何细耕？不少语文教师会把

文本当成生物标本，从词语到段落，

从修辞方法到中心思想，一一解剖，

直奔考试。这样的教学无法让学生

领会文章的精彩。

细耕文本，要用敬畏文字的心情，

从写作角度读出文本的美妙之处。

鲁迅先生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

中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

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

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

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

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

来‘应该这么写’的。”

也就是说，要把自己想象成文章

作者，琢磨其创作手法和艺术匠心，

揣摩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

才会得到写作上的启发。

教师不妨带领学生多问问：为什

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如果是

我，该怎样写？

李森祥《台阶》一文，为什么不

写成：父亲造好有高台阶的新屋，达

成人生理想，背不再驼着，胸也挺得

高高？

想透这个问题，作者所要表达的

情感就能直抵读者内心。

“怎么了呢，父亲老了。”一个似

问非问的结尾，如打翻了五味瓶，夹

杂着太多人生滋味。

二、能饮一杯无：找准触点
叶圣陶先生在《语文教学二十

韵》中说：“作者思有路，寻路识斯

真。”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是有路

子的。一篇文章值得借鉴的地方有

很多，文字表达、情节设计、人物塑造

等都会带给读者一定的触动。

但由于生活体验、接受能力、个

人喜好等不同，每个人的触点不会一

样。鲁迅先生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

秘诀》中说：“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

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

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

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

决不说坏处在哪里，作文要怎样。一

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

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比起那时瞎

闯，今天的学生自然幸运得多。“但偶

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卷子

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

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

学生在反复地读做后，有所触

动。当然，教师有意识地引领，会让

学生大大缩短摸索时间，找到暗胡同

的出口。

上《台阶》前，笔者给学生看自己

和作者的合影，告诉学生，《台阶》就

是这位笑眯眯先生写的小说。有的

学生说道：“作者好亲切啊，和他写的

小说一样。”在聊写作触点的时候，有

的学生说：“用第一人称写小说，让人

感觉特别真实。”

三、快走踏清秋：个性表达
文章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

表达是相当个性化的东西。个性化

是作文的精气神，倘若教师规定立

意、格式、语言、人物、材料等，势必会

捆住学生写作的翅膀，无法自在地表

达。模仿写作不等于给学生一个模

子，让学生批量生产套娃。

学《台阶》后，我让学生也尝试

着写一篇小说。写前启发：你想塑

造一个什么人物？抓住哪一点来塑

造？《台阶》给你写作上最大的触动

是什么，你就把那一点迁移到自己

的作文中。

课堂上，只听到学生笔尖的唰

唰声。

“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

课文开头短短12个字，学生都很有

感觉。学生作文开头，大多喜欢弯弯

绕绕，我常常嘲笑它像劣质奶粉吃出

的大头娃娃。

这次，我的眼睛被一个个干干净

净的开头点亮。

金玺：“爷爷有一把很旧的锄头。”

卜星予：“叶予总觉得他的弹

珠少。”

李佳露：“祖父又在画画。”

吴枢涵：“楼上那家的孩子总是

给我带来无尽的烦恼。”

胡梅麟：“爷爷总想要一个菜

园子。”

在情节设计上，不少学生提升了

一个层次，情节写出了起伏变化，人

物形象更加丰腴饱满。

两
代
人
的
教
师
阅
读
之
路

教材是最好的写作范文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减少春节期间的人员流动，
武义县呼吁新居民留下来过大年。该县壶山幼儿园的
“红柚妈妈”们和孩子一起感受过年气氛，开展多种年
味活动。因幼儿园的吉祥物是胡柚宝宝，所以守护孩
子的32位党员教师被称为“红柚妈妈”。图为“红柚妈
妈”正在指导孩子们制作小灯笼。

（本报通讯员 张其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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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不回老家
幼儿园就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