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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池沙洲 文/摄

孔子强调诗歌教学的重要性，说过：“不学

诗，无以言。”孔子还“一言以蔽之”，指出诗的特

点是“思无邪”。近日，在宁海县力洋镇力洋孔

村，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孔子后裔世居地，一场全

国性的童诗盛会在这里举行，来自浙江、河南、福

建、重庆、澳门等地的师生与专家在此切磋交流

童诗教学和创作经验，延续着从诗经时代庚续至

今的诗教传统。

力洋镇背靠盖苍山，每年举办一届盖苍山童

诗文化节，至今已有4年，成为宁海县的一张文化

名片。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物——雪野。他从

力洋镇起步，倡导童诗教学30余年，享有很高的声

誉。2019年他回到力洋镇，创办了童诗研究中心，

并开始一个人张罗童诗节。

从联系政府部门和媒体，到拟定和发布大赛

通知；从用邮箱接收每一首参赛诗作，到将诗作打

包分别发送给评委；从现场环境的布置，到每一个

流程的设计，再到每一位嘉宾的邀请和接送……

无不劳心苦思。

自从将开幕式安排在了孔子文化广场，雪野

就一直担心天会下雨。到了傍晚，一看天色仿佛

有变，赶紧叫人找了塑料薄膜，盖在露天摆放的那

几十把椅子上。

评委之一的宁波市北仑区实验小学校长郁旭

峰上台介绍：本届童诗节收到诗作6500多首，第

一轮遴选出365首，最后评出120首获奖作品。“由

于佳作实在太多，评委们甚是苦恼，最后是用投票

决定奖项的归属的。”

“小孩子天生都是诗人，何以见得？”《小学生

时代》杂志主编吴志翔自问自答，“从获奖的童诗

里我领悟到三点：第一，孩子们能够把没有生命的

变成有生命的，不但是山川河流、天上的云朵、地

上的花草，甚至连交通灯也变成有生命的。”

他看到有一篇获三等奖的诗，题目叫《交通路

口》，把路口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交通灯里面孤独

的小人进行了对比。

“第二，孩子们可以把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

的。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东西看不见，但是一首

名为《母亲节》的小诗，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小作

者对母亲的爱。诗中写道：‘妈妈，如果爱是食物

的话，我每天都饥肠辘辘。’”

“第三，他们能够把没有关系的变成有关系

的。比如这首《玻璃杯》：

天很冷，

开水倒进玻璃坏，

咔的一声，

炸了。

这忽冷忽热的，

谁都会崩溃！”

吴志翔继续评价道，将物理原理和人的情感

发生联系，“哲理出来了，诗味也出来了。这样的

诗非常有想象力”。

《小学生学习报》主编马孝民则对作品《小麻

雀》很欣赏：“小麻雀喜欢落在芦苇的秤上，称称自

己，是胖麻雀，还是瘦麻雀？”

“寥寥数语，让一个再常见不过的场景成为一

幅充满童趣的风景画，生活之美跃然纸上。”马孝

民感叹，“这样的小诗不胜枚举，读诗的过程惊喜

不断。”“孩子们看世界的眼光天然带有诗意，但阅

读学习中却缺少了诗歌这种文学样式。”

马孝民从“惊喜”讲到“责任”：“在读这些可爱

的诗句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也曾是个少年，也曾有

诗意的眼光。如何保护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和创作

兴趣，如何引导他们用诗歌

来表达自己，是家庭、学校、

社会的共同责任。”

一首获一等奖的《野风

车》，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

推举，雪野本人更是对此诗

赞不绝口。

花瓣被风推着，

如那野风车，

呼呼转动。

花香被甩出老远。

野孩子跑到野地里，

脚步像野兔，

笑容像野花，

连欢呼声都是：

野——野——野——

这首诗之所以能打动评委，拔得头筹，不仅

是因为它将中文的“野”字和英语“Yeah”的发音

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它让成年人回想起无拘无束

的童年，那个他们忘却、想象、羡慕，却早已回不

去的童年。

“我是深受震撼，也非常欣喜，更是非常羡

慕。我羡慕那些小诗人，他们奇异的想象力、自然

天成的语言，以及对生活之美、对自然之美的独特

感受力和鉴赏力，让他们写的诗清新洁净、微尘不

染，充满了童年的生命力。”重庆出版集团少儿分

社总编肖化化不惜溢美之词。

重庆出版集团20多年前就关注雪野和他的诗

教成果。此次获奖的120首童诗作品，刚以《2022

中国校园儿童诗选》之名结集出版，散发着油墨的

清香，分送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

《野风车》的作者王妍来自福建泉州的小树林

儿童诗社，“小树林”的诗作每年都有多篇跻身一

等奖的行列，引起了雪野的关注。

下午，在力洋镇中心小学的阶梯教室，经过了

两节童诗课的观摩教学后，雪野对诗社负责人吴

素明进行了“采访”：“我想知道：为什么‘小树林’

的孩子出手不凡？要知道，诗里出现一定程度的

妙趣并不难，但妙趣的地方有合理性，表现出诗句

之间的紧密性，思维还能够超越常规，这对诗歌创

作来说是极难的。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手段？”

“小树林创办于5年前。5年来，我们一直小

心翼翼地追寻着诗教的理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

为“撇哥”的吴素明回答。

“我们的作文教学很多时候让学生写的，不是

自己的故事，学生也比较头疼。而诗歌可以让文

字舞蹈，当文字跳舞的时候，语言变得灵动，孩子

受到传染。这种舞蹈其实是文字游戏的最高形

式，我们把它叫作‘向下攀登’。孩子因此引爆自

己的快乐，写出活泼泼的诗。”

吴素明自嘲：“我的工作就是启发学生，别的

我什么也干不了。”

杭州云谷学校学习中心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叶

锦莲，原任香港学校图书馆主任协会会长，她虽未

能亲身参与本届童诗节，但通过视频发言，为大家

介绍了香港的中文教育和童诗教育。

她感觉很多时候获奖的是大陆的学生，香港

在促进中文阅读上还有空间。同时，她希望更多

大陆儿童作家的作品能以繁体字在香港出版，增

加香港学生接触优秀作品的机会。

在本届童诗节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华语文

化圈的师生寄来了诗篇，发来了祝贺视频。

澳门教业中学校长贺诚指出：“中国文化的

三大传播路径分别是母语教育、华语教育和对外

汉语教育。严格来说，港澳台属于母语区，这里

的中文教育没有割断，一直生生不息。而中国童

诗作为一种教学的载体，将祖国语言、文化、审

美、思维都融在了一起，使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

了综合性的体现。中国童诗不仅仅是力洋的，也

不仅仅是宁海的，甚至不仅仅是中国的，它应该

是属于世界的。”

他们都说：孩子是天生的诗人
——记第四届盖苍山童诗文化节

□平湖市广陈中心小学 王逸卿

六年级下册的《数学作业本》一共有90页，其中的30页

上都有一道星号题。这些习题具有一定的思维挑战性，需要

学生灵活运用已有知识去解决。对于大部分学生，星号题是

作业的一部分，他们被鼓励在学有余力之时去接受挑战。

“式与方程”的配套练习共有5道习题，要求学生用方程

解答。

我发现小悦正确解答了上面4题，唯独最后一题空着没写。

这是一道带“*”的习题。

课间，我问小悦为什么没做星号题。

“王老师，星号题不是可以不做的吗？”

小悦说的是事实。星号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给了一

些学困生自主选择的权力。

我笑笑：“你说得对。不过，进入总复习以后，你的数学

水平提高很快。特别是列方程解决问题，前面4题你都解答

正确，这道星号题你要不要也试试看？”

听到教师的夸奖和期许，小悦爽快地答应了，便与我一

起思考：哪一个量没有发生变化？分别用哪两个式子来表

示？等式的两边都有未知数的情况怎么办？

在我的引导下，小悦顺利地解答出这道星号题。她并没

有露出厌烦的情绪，相反还有一丝解题成功的小兴奋。

不得不承认，学生之间智力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到六

年级，这种差异日渐增大，农村学校尤为明显。

学困生星号题留白我不会说什么，他们经常是做错的比

做对的题还多，前面的4道基础题能做出一两道已经很不容

易了。平时，我尽量帮助他们弄明白基础题，并让他们了解

一部分变式题。

当然，个别学困生有主动挑战星号题的愿望，我也是不

会反对的，甚至可以“偏心”一点，错了也不打“×”；偶有做

对，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大张旗鼓地加以表扬。

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一样的要求，让每一个学生在做作

业时都能“跳一跳”摘到“果子”，学困生感到轻松，大部分学

生能够得到强化锻炼。

仅有这些星号题显然不够，我觉得可以再多增加一些，

不妨每页都有一题，看似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但是可以满足

学生的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教师合理地运用好这些星号

题，可以实现每一次作业的差异化，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

得到较好的发展。

指点迷津

在星号题上

实现作业分层

□丽水市莲都区培红幼儿园教育集团
吴旭勇

通过近一年的实践探索，丽水市

莲都区培红幼儿园教育集团从无到

有，组建“1+10+N”教育科研智囊团

队，即“1位科研领衔人+10位科研骨

干教师+N位青年教师”，使教育科研

真正走上正轨，走上从有至优的跨越

之路。

集团确立教科室主任为教育科

研智囊团领衔人，通过自主报名、择优

录用的形式选出10位科研骨干教师。

领衔人定期组织10位科研骨干

教师进行选修式培训、问需式培训、项

目式研究、分享式教研，助推他们的专

业成长，从而辐射更多的青年教师。

在本学期，10位科研骨干教师

还分别结对1~3位青年教师，带领他

们做课题、写论文。在刚刚结束的莲

都区教育论文评比中，集团一共参评

133篇，创历史新高。

集团目前一共有3个园区，每人

园区结合周边资源设计与创生了不

同的特色课程。领衔人要求10位科

研骨干教师围绕园区特色，找准一个

切入点开展研究。

如培红园从2015年起研究户外

混龄大区域，一共经历4个阶段，出现

了一定的瓶颈。在开展切入式研究

后，科研骨干教师提出循环式晨锻。

在周五分享会的互动交流中，领

衔人与10位科研骨干教师就循环式

晨锻深入探讨。最终，申报了2023年

浙江省教研课题“小场地配套幼儿园

循环式晨锻设计与实施研究”并成功

立项，为本次莲都区唯一立项课题。

组建教育科研智囊团队后，领衔

人引导10位科研骨干教师订阅幼教

杂志，关注比较权威的幼教公众号，

讨论热点幼教议题。

接着，教师每学期围绕当前热点

撰写一两篇文章，在周五分享会中共

同探讨，并结合大家给予的意见修改

反馈。

最后，将修改后的文章参评或投

稿。经过短短一年探索实践，该形式

初见成效，《基于种植园地“看”“录”

“思”的实践探索》等7篇教学论文在

省市级刊物发表。

组建教育科研智囊团队以来，集

团共有2项课题获省级二、三等奖；3

项课题获省级立项；省级及以上论文

获奖24篇、发表7篇。

以往，幼儿园科研没有准确的定

位，今年研究这个，明年又换一个主题

研究，结果就是什么也没有研究到位。

组建教育科研智囊团后，大家通

过认真思考与分析，认为集团从

2012年开始就“互联网+”家园协同

教育研究，具有较为扎实的研究基

础，应不断深入和挖掘。因此，在

2023年，集团一共申报了3项教育信

息化课题，有两项课题获市级肯定，

并推送省级参评。

在组建教育科研智囊团队的过

程中，集团专门设立了“智囊团队资

源库”，将每周研讨的内容、论文（课

题）选题、写作思路、科研成果分享视

频、获奖成果等上传，鼓励教师每天

抽空查阅，一同参与教育科研。

在浓厚的教育科研氛围的熏陶

下，去年刚参加工作的8名新教师也积

极撰写论文，参加区级小课题研究，及

浙江省优秀教育教学优秀论文评选。

“1+10+N”教科研模式不仅仅

是带领10位科研骨干教师成长，而

是为了让更多教师萌发科研意识，亲

历科研项目，实现教师专业发展和幼

儿园的持续发展。

“1+10+N”智囊团队：
科研不再是一个人的事

□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 郑 杰

绝大部分高中教师教了一辈子的书，做了一辈子的题，但

有过命题经历的却很少。

命题之难，难在材料之发现。

一套规范的高三语文模考卷子，无论语基题、语用题还是

阅读题、作文题，都需要材料。

材料要力求原创，不能被命题人用过。有时好不容易找

到一篇材料，上网一搜，曾被用过，只能舍弃。

材料中要有充足的考点。有的材料看似不错，但能考的

东西很少。

材料还要符合立德树人的要求，即确保正确的价值观和

立人导向。为了命题，我常去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

古今名家的文集，寻找一些字数、内容都合适的文章。我自己

有阅读的习惯，阅读之余，也会留意适合命题的材料，看到好

的就做标记或复制保存。

可以说，找到一篇好材料，命题就成功了一半。

命题之难，还难在考点之挖掘。

命题者要对知识点有较强的掌握能力，比如，出一道文言

文阅读题，就需要教师掌握实词、虚词等文言文材料的解读知

识。我会仔细研读教材中的知识点，并梳理一遍高三总复习

时需要落实的知识点，搞清楚不同知识点的重要性，及它们之

间的细微差异。

因此，我常常发现被一些复习资料忽视的重要知识点，而

这些就成了命题时可以别出心裁的资本。

命题者要有材料研读的能力。命制论述类文本阅读试题

（3道选择题），就建立在命题者对材料的深入解读上。如果命

题者对材料理解只是粗浅的，试题会过于简单，或毫无逻辑。

怎么训练文本解读的能力呢？我的方法是归纳。我在平

时阅读论文或论著的时候，自觉地把文章的要点归纳出来；阅

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会提笔摘录或写简要的阅读心得。有

些文章较难读懂，我会上网查别人的解读。

命题者还要有试题研究能力。命题者要把高考题做得滚

瓜烂熟，不然很难抓准高点。我注意搜集各种高考试题和模

拟试题，按照年份详细整理，构建了一个试题库。

我常常把高考试题反复琢磨，思考：这道题为什么要这么

表达？这道题考查学生哪方面能力？从而加深自己对考试的

体会。

模拟卷的题目未必都要做，但要大致浏览，知道在考什

么，哪些试题出得比较好，可以留给学生做。

我有多次大型考试的命题经验，曾经创下一年命制13套

试卷的记录。“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我常常

带着自己的原创试题，与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一起磨题，每次都

受益匪浅。

我误打误撞进了命题的圈子，发现了一个从未涉足的新

领域，在职业倦怠期有了工作的劲头。我有所感悟：教师专业

发展不能光想不做，而关键在做，做得多了，想得越深，才会做

出成绩。

策论当下

命题之难

营造法式

童诗朗诵童诗朗诵

小诗人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