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公益中学 鲁星星

美学家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

信》涵盖了文学、艺术、人生、教育等多

个方面，青少年学生通过阅读此书，能

获得思想启迪、审美理解、文化修养、

人生指导等多方面的助益。笔者设计

的阅读教学以多样化的情境勾连过

去、现在和未来，使阅读与学生的生活

紧密相连，以此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和综合素养。

活动一：创设情境，精读文本
师：初三学生小明觉得自己“读书

无法”，考不上理想的学校，不如到社

会上锻炼锻炼，但他的妈妈坚决反对，

还说他是“不孝子”，这让小明很苦

恼。你能结合《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

相关内容，分析小明存在的问题，帮他

解决烦恼吗？

PPT出示：“针对小明的××问

题，朱光潜先生在第×封信《×××》

中告诉我们——”

生1：针对小明“担忧考不上理想

学校”的问题，朱光潜先生在第七封信

《谈升学与选课》中告诉我们：选校应

该以“有无诚恳、和蔼的空气”为准，而

不是只看学校鲜亮的招牌；求学最难

得的是良师益友。

师：如此，没有理想的学校，只有

适合自己的学校。

生2：针对小明“想早入社会锻炼”

的问题，朱光潜先生在第五封信《谈十

字街头》中告诉我们：要时时戒备十字

街头的危险，要时时回首瞻顾象牙之

塔。社会有许多陷阱，从学校看社会，

可能只会看到虚假的一面。因此，我

们在哪一个阶段就要做哪一个阶段的

事情，中学阶段宜以学习为主。

师：有了书中的方法，相信小明

“读书无法”的困难会迎刃而解。

活动二：再造情境，合作交流
师：小明在大家的帮助下，决定留

校继续学习。他在语文学习中最大的

障碍是写作，为此，他给自己制定了作

文补差方案。小明的方案是否科学可

行，请大家结合《谈作文》这封信，给小

明提出合理化建议。

生1：我们小组对小明的方案作了

补充。首先，《谈作文》中列举了托尔

斯泰不断修改自己作品的事例，平时

老师也鼓励我们不断修改习作。我们

建议小明静下心来，对自己的习作勤

加修改。其次，摘抄素材，背诵例文，

一定能使作文水平更上一层楼。

师：好作文确实是改出来的。

生2：《谈作文》中提到，许多大文

学家都是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开始的，

我们小组认为，写作可以从模仿例文

开始。

师：在模仿中成长，这的确是一个

好建议。希望这些方案也能成为我们

打开创作大门的金钥匙。

活动三：拟写格言，赏读语言
师：小明摆脱了目前的烦恼，也获

得了写作的方法，但未来的学习生活

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请你参

照书中的精彩语句，拟写格言送给即

将毕业的小明，给他一些劝慰和鼓励。

生1：我想把“不是你有没有时间

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送给

小明。这句话教我们要做一个有决心

的人。

生2：我喜欢“朋友，闲愁最苦！愁

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

这句话告诉我们，莫要庸人自扰而徒

增烦恼，愿与小明共勉。

师：你们通过阅读撷取了生活的

智慧，这很了不起。

生3：“能惊赞热烈的失败，能欣

赏一般人所嗤笑的呆气和空想，能景

仰不计成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这

句话很触动我，“热烈的失败”同样值

得敬重。

师：很好。诸如此类的格言，书中

还有许多，找一找，品一品，能收获知

识，更能收获智慧。在拟写格言的基

础上，我们能否尝试对格言进行改

写。“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

有没有决心的问题”改写为“不是没有

时间的问题，而是没有决心的问题”，

怎么样？

生4：不好。“不是”“而是”的表达

很生硬，原文中两个“有没有”营造出

一种亲切感。

师：“你如果问我，人们应该如何

生活才好呢？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

的本性生活着，像草木虫鱼一样。”前

一句话显得累赘，删掉是否会感觉好

一些？

生5：不合适。“你如果问我……我

说”，一问一答之间，我们看到一个和

颜悦色的作者，他像一位老朋友，在和

我们平等地交流。

师：你说得很对。《给青年的十二

封信》语言既亲切自然，又闪耀着理性

的光辉，胡乱改写确实会破坏语言的

魅力。

活动四：聆听分享，升华阅读
师：上周，我留了一项阅读分享作

业：请选择书中的一个话题，可以基于

兴趣，可以是情感共鸣之处，也可以帮

助自己解决问题，结合生活与同学们分

享交流。接下来，有请婷婷同学上台分

享她的阅读体会，我们掌声欢迎。

（学生阅读分享5分钟）

师：婷婷的分享十分热情而有温

度。分享一本书的阅读只是开端，希

望我们带着这份对阅读的热情，多读

书，读好书，让阅读之花扎根生活的

沃土。

为引导学生走入文本，我在课
堂导入环节创设了一个基于生活的
仿真情境。学生循着这一思路精读
文本，汲取朱光潜先生的生活智慧，
把阅读到的知识运用到情境中解决
问题。

写作困难是具有普适性的问
题，为使学生的潜在认知和书中的
观点进一步建立关联，笔者对第一
个情境进行再造，引导学生合作交
流并展示成果，深化对文本的理解，
将书中有价值的观点平稳落地，链
接生活实际。

从一个问题的思考，到一类问
题的解决；从一篇文章的阅读，到整
本书阅读，以点带面，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实现阅读与生活的接轨。

学生通过阅读书中的精彩语
句，感受文本语言的理性之美；通过
拟写和改写格言，感受对坐晤谈的
氛围感。在文字的比较中，教师引
导学生悟出纯熟语言的风格，即亲
切自然、明白晓畅。

最后，运用阅读分享的方法，完
成整本书阅读。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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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好吃稳稳摘樱桃好吃稳稳摘

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里的两株樱桃树结果
了。“樱桃树这么高，怎样才能采到樱桃？”幼儿们提出
了这个疑问。以此作为驱动性问题，幼儿园开展了
“樱桃采摘”劳动主题活动。在教师的引导下，幼儿们
找来木条、PVC管、凳子等工具，开动大脑，相互合
作，终于将一颗颗红樱桃收入囊中，一起品尝劳动成
果。这是该园“水韵菰城”课程的一项活动，旨在提升
幼儿分工合作、学会分享、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报通讯员 邹丽君 摄）

□德清县新安镇勾里中心学校
李军华

“潇湘”一词，得名于尧的两个女儿娥

皇和女英。《山海经·中次十二经》：“帝之二

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

之渊。”故而有潇水、湘江之得名。

《岳阳楼记》中有“南极潇湘”，且湖南

多地建有潇湘阁。潇水、湘江交汇之地是

永州，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

小石潭记》等“永州八记”名扬天下。永州

是我之故土，然潇湘之滨，育我成人，感念

之心，勿敢相忘。

书房于2008年夏动工，我自己搬运、

平整、筹备材料，年底建成。木板地面，墙

布墙面，石膏吊顶，轻奢简约，实用舒适。

书房置一张大型的工作台，背面为一

排书柜，陈列一些书画、名著、工具书，以及

获奖荣誉之类等物品。柜体上方有《学无

止境》书法条幅。

墙壁一侧，木板层上加铁皮层，铁皮层之

上再加一层墙布，便于吸磁，展示作品。放几

盆花草，整个屋子顿时有了生机。

正面墙壁覆以浅色墙布，可以当大屏

幕用于投屏，投影仪置于书台另一端，电脑

上查阅的各种资料也可投屏。

添置茶几、茶具、橡木靠椅，

忙碌时，可舒缓压力；疲惫

时，可提神静气；休闲时，

品一品茶，回甘生津，

修身正德，明心见性。

书房集读书、写

作、绘画、备课、休

闲于一体。笔墨纸

砚常置案头，要创

作较大的书画作品

亦可，下方书箱收纳

平时的习作。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新湖校区 李建芳

春天正是读书天。自然界

的花香加上文字中的香气，给春

天平添了几分灵动之气。每年春

和景明的日子，各地各校纷纷举

办校园阅读活动，如跳蚤市场、经

典诵读大赛、制作读书小报、亲子

阅读打卡等，为学生提升阅读量

和阅读能力提供了助力。

然而，在看到学校大力推

广阅读活动的同时，我们也要

冷静反思。不少学校为增强活

动的仪式感，要求学生穿上特

定的服装到校。一时间，天上

的神仙、人间的英雄、林中的动

物齐聚一堂，记者撰写的新闻

报道标题很是吸睛，如“校园来

了一群美猴王”。还有的学校

在读书节开幕式上安排大型走

秀表演，整个班的学生排着方

阵拉起横幅，怎么闹腾怎么来，

把阅读活动变成了一场行为艺

术表演。

我想，这样的阅读活动已

经远离阅读的真实，阅读的核

心要素在喧闹中所剩无几。活

动之后，并不能给学生留下什

么阅读体验的痕迹，最终丰满

的恐怕只是一些商家的口袋。

林语堂说过，阅读是一种

纯然的、无功利性的、诗化的行

为。阅读习惯的培养是细水长

流、润物无声的过程，阅读能力

的提高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

程，作为学生阅读的引路人，教

师们应该要有这样的共识。

学校阅读活动的策划者需

要冷静地思考：如何开展阅读

活动，让学生真正读起来，助推

学生阅读走向“青草更青处”。

首先，营造书香氛围。只有坐得下来，才

能读得进去。阅读环境要的不是热闹，而是

安静，还有一个个随时可以拿到好书的书

架。音乐家周大风回忆，他小学时的图书馆

一天开放16个小时，星期天全天开放，藏书

和报刊很多。

现在很多学校的图书馆现代化水平很高，

藏书很丰富，但开放时间不长，学生进馆阅读

的频次很低，这就意味着资源的严重浪费。

学校不妨将图书馆和阅览室交给学生管

理，每学期每个学生参与轮值，给学生更多的阅

读时间，让学生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借书的路

上。在书海中泡得久了，身上自然就有书卷气。

除了图书馆和阅览室，学校还可以尽可能

多地利用边角区域，建设学生身边的小小阅读

场，让角角落落都散发着书香。

我校就在40余个小角落铺上地板、放上

书架、添置软包，既舒适又美观，还将其取名为

“新遇见”绘本馆，每月更新绘本400余册，让

学生课间饭后有新的去处，与最新的绘本零距

离接触。

其次，创设以阅读为核心要素的多彩活

动。在策划阅读活动时，我们不能舍本逐末，

为搞活动而活动。以角色扮演为例，学生扮演

喜爱的书中人物，除了形象上的扮演，还要让

学生有机会向师生介绍这个人物，说说为什么

喜欢他。

精巧设计的阅读活动能激发学生的阅读

兴趣，丰富学生的阅读体验，使阅读不断持续

和深入。

另外，目标不同，阅读活动也会有所区

别。如制作阅读计划表、好书推荐、作家进校

园等，促使阅读在更大范围发生；亲子阅读、读

书沙龙、戏剧表演、师生共读一本书等活动，通

过思维碰撞，推动深度阅读；读书征文、阅读

积分兑换、制作思维导图等指向阅读评价，让

学生体验阅读一本书带来的成就感。

最后，要充分发挥教师在阅读活动中的关

键作用。教师首先应是一个读书人。教师读

书不是为应付课堂，而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

内心的需要。教师捧读书卷的身影常在，就是

对学生最好的示范。教师应该用自己的言行

在学生的心灵种下一颗爱阅读的种子，让阅读

自然发生。

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爱阅读的教师，她的

课堂总是能带给学生很多惊喜。因为她能给

予学生的，除了书本知识，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举个例子，每学期末她写给学生的评语，

总是被学生和家长津津乐道。她的评语中会

出现一幅名画、一首名曲、一部名著，或是一句

诗。学生对评语中与自己相关的文化内容自

然好奇万分，兴致勃勃地主动搜集阅读。

这位教师还在班上策划名画模仿秀、名曲

鉴赏心得等活动，全班性的阅读交流分享活动

贯穿学期始终，每个学生不仅参与了阅读，还

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和思考，阅读、鉴赏、写作、

交流等多方面能力都有显著提高，可谓一举多

得，小投入大产出。

阅读即生长，阅读即蓄能。有价值的阅读

活动，是一批爱阅读、爱思考的教师陪着学生

一起阅读和思考，为幸福的校园生活赋能。

阅
读
活
动
并
不
是
越
热
闹
越
好

让阅读之花扎根生活的沃土

潇湘阁

书房面积：40平方米

建成时间：2008年12月

藏书数量：1500册

文字狙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