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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沐浴爱的沐浴

近日，德清县三桥幼儿园的幼儿们带上自己最喜爱的
小动物来上学。这一天，幼儿们带来了兔子、小狗、仓鼠、乌
龟、鸭子等，给小动物写生，带小动物散步，在草地上欢聚一
堂。幼儿们还把快乐的经历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学会
以负责任的态度饲养伴侣动物，体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
乐趣。

（本报通讯员 陈 恺 摄）

□杭州市余杭区禹航实验学校
卢 倩

《红星照耀中国》项目化阅读教学

分为若干个子项目。在上课之前，学生

已经完成第一个子项目——布置红色

经典展馆。课堂上要完成的是第二个

子项目——精读重点篇目，包括三个学

习目标：一是梳理作品信息，画出红军

长征路线图；二是学习用一系列的阅读

方法去读《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三是

用革命精神启迪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这节课的核心任务是阅读第五章，

同时结合《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上册第

五单元的长征专题，以及王树增纪实文

学《长征》中的内容，和其他图表、诗词

等拓展资源，最后小组合作完成一个展

示作品。

环节一：万水千山·绘制长征路线
师：我们课前在导学单上已经绘制

了长征路线图。现在我随机选一个同

学，请他分享一下自己的长征线路图是

怎么绘制出来的。

生1：在绘制长征路线图的时候，

我借鉴了《历史与社会》图册和《红星照

耀中国》书中的描述，包括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

师：我们从起点瑞金开始，1934年

的10月，接下来经过一个非常重要的

战役。

生2：血战湘江，《长征》这本书讲

到了，接着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和1月到3月的四渡赤水。

师：爬雪山、过草地时，有一个重要

的战役。

生3：腊子口战役，也是在《长征》

中提及的。

教师请该学生用屏幕白板在线路

图上画五角星，给重要战役发生地点做

标记，并让其他学生对照评价量表和自

己画的图，准确标注长征的起始时间地

点，以及重要事件和战役的时间地点，

看看有没有遗漏，并作出自我评价。

师：从整个漫长的长征过程中我们

可以读到什么？

生4：斗争的艰苦和红军的英勇

无畏。

环节二：远征史诗·赏读长征细节
师：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那么，红军到底涉过多少水，翻过多少

山？我们在书中能读到吗？

生5：红军翻过18座山脉，其中5座

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

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

师：那真的可以说是万水千山

了。红军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体现

出的是“只等闲”的气度，大家在读《红

星照耀中国》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相

关的细节？

学生分成三组讨论后，教师请小组

代表上台分享。

第一组学生：我们分享的细节是过

草地时的环境。复杂多变的地形使红

军损失了许多的战士和牲口；极少的食

物如“青的麦粒”和“生的蔬菜”，可以想

象一下，事实上是根本不能果腹的。可

是红军还是克服困难，获得了胜利。他

们坚持不懈的精神令我十分敬佩。

小组全体组朗诵张爱萍将军的

《过草地》：“绿原无垠漫风烟，蓬高没

膝步泥潭。野菜水煮果腹暖，干草火

烧驱夜寒。”

评价员：声音可以更洪亮一些，情

感可以更投入一些，把对红军战士的赞

美之情充分表达出来。

第二组学生：这个细节是关于长征

时红军的战斗的。纪实作品体现出的

真实性，反映在对具体历史事实的精确

描述中。如一组统计摘要说：“几乎平

均每天有一次小的战斗。”可见红军战

斗次数之多、频率之高，体现出长征的

艰难和红军的不屈不挠、英勇无畏。有

了以上描述，作者在段末用“惊人”“最

危险”等词评价长征的艰难不易和不可

思议，令读者肃然起敬。

评价员：细节赏析非常准确到位。

教师板书并指出纪实作品的两大

特点：一是细节的生动性，另一个是内

容的真实性。

第三组学生：我们找到的细节是长征

战士们的年龄。“在场的六十二个人中……

三十四个不满二十岁，二十四个在二十至

二十五岁之间，只用四个在三十岁以上”，

从中可以看出战士们非常年轻。他们不

怕困难，为了信仰而流血牺牲。

师：是啊，作者说“这是一次丰富多

彩、可歌可泣的远征”。这些青年大都

不满25岁，他们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

如一的理想、令人惊叹的革命乐观情

绪，就像千山万水中的点点火把，无论

在敌人面前、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在死

亡面前，他们都绝不放弃希望。这样的

长征精神，才是能够燎原的烈火，能够

启迪我们现在千千万万的青少年。

环节三：还看今朝·传承长征精神
师：阅读纪实作品时，我们不仅希

望从中获取知识，更希望能够得到启

发。因此，我们还需要设计一个结束

语，可以联系我们的生活经历，也可以

结合作者的观点，以此为这节课画上一

个圆满的句号。

第一组学生：一颗闪亮的红星，不

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

中国，甚至照耀全世界。小号手吹响的

是冲锋的号声，是战争年代战士们对革

命必胜的信心。如今的小号手吹响的

是新征程的乐章，激励我们青少年发扬

红军精神，不畏困苦，积极向上。

第二组学生：我们景仰红军战士，

他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了我们如

今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今天，

我们青少年担当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

任。我们只有在学生时代努力学习，今

后才能在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献出自己

的一份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师：长征精神在当今还有意义吗？

看来，同学们都已经找到答案。“数风流

人物，还看今朝。”当我们沉浸在纪实作

品之中时，我们不仅仅是在阅读历史的

文字记录，更是在体验那些真实发生过

的故事，感受它们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感

与真实性。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

魅力，将过去的人物与事件栩栩如生地

展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得以跨越时

空，与历史进行对话。

更重要的是，阅读纪实作品的目的

不仅仅是了解过去，更要从中汲取智慧

与力量，以这些珍贵的历史经验来启迪

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学习与生活。

无论是面对挑战还是把握机遇，这些故

事都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视角，帮助我

们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更加明智的选

择。通过这样的方式，历史不再是遥远

的记忆，而是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的一

盏明灯，照亮前行的道路。

读史除了学习知识还能得到什么？
——《红星照耀中国》项目化阅读教学实录

□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徐正林

近日，杨铁金撰著的《陈亮教育思想

探微》正式出版，这是市面上第一本关于

陈亮教育思想研究的著作。该书由60篇

独立的散文组成，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观

照当下的教育现实，对陈亮教育思想进

行散点式挖掘。

作者首先阐释了南宋时代的教育大

环境，认为“南宋是教育的美好时代”“爱

国是南宋读书人的底色”，接着叙述了陈

亮的人生浮沉、事功主义哲学思想，以及

他与吕祖谦、叶适、朱熹等学界名流的交

往，进而论析陈亮的教育生涯及其教育

思想，末尾结合永康教育实际，探讨陈亮

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教学改革之启示。

作者杨铁金长期奋战在教育教学管

理一线，曾参与永康市多所中小学的校

园文化设计，已公开出版《浙江省永康中

学史》等3部教育著作。

在本书中，作者概括了陈亮的教育

思想核心“学为成人”，认为“成人”包含

三个层次，具有“真才实学，博学多能；心

胸开阔，意志坚强；济世经邦，救世除乱”

等特征。

作为教育家的陈亮，明确指出朱熹

的“存天理、灭人欲”有悖人性，认为人的

自然本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

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教育要顺应人的本性，坚持利益与仁义

并举。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是当今校园文

化建设的热点。杨铁金从教30余年，以

一己之力，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积极

推动陈亮文化进入永康校园，如推动

“道德、文章、事功”成为永康中学校训，

“立德树人，学为成人”成为龙山镇桥下

小学办学宗旨等，在教育价值观方面主

张“学以致用”，在教育目的上倡导“学

为成人”，在教育方法上鼓励“质疑与创

新”，在教育内容上坚持经典教育与实际

技能并重。

□宁波高新区实验学校
陆青春

新课改背景下，我们

该如何革新教育理念，聚

焦核心素养，面向未来，育

人为本，建构素养导向下

的教育新样态？《创建思维

课堂：引领当今教育变革》

一书给出了答案。该书提

供了诸多案例，提出了以

思维为锚点变革教学管理

的建议。

学习不是自我对话的

单一行为，而是与教师、同

伴、教材、环境等相互作

用、相互启发的思维机

制。教有法而无定法。当

熟谙各种“法”的实质之

后，才不会执着于一个具体

的“法”，进而形成一种融会

贯通的“多法”。这时的课

堂教学，就是无法胜有法的

因材施“法”。

教师的作用不是“传

授”，而是为学习者提供任

务，以及任务完成的条件，

促进学习者开展一系列丰

富的思维活动。

探究是一种自我批判

的实践，其最大特征是形成

学习共同体。学生通过一

系列思维工具如维恩图、概

念图、坐标图、金字塔图、套

盒，以问题式、自主式、项目

式、合作式、体验式、调查式

等学习模式，展开活跃而可

迁移的研究，奠定社会的基

石——人际纽带。

然而，当前还有相当一

部分教师的课堂害怕学生

“跑出圈”，以工具性、程序

化、单向度的教学，使学生

的学习流于浅表，集中有余

而发散不足，这对培养学生

的开放性、创造性思维十分

不利。

首先，要转变传统的教育方式，教师

应调整自己的角色，从教学活动的前台

转到幕后，从学问的传授者和学生的管

理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协作者

和促进者。

其次，要打破教室和校园的时空局

限，让学生在社会生活情境、学科认知情

境和个人体验情境中，在交流中锻炼自

己，从多角度思考问题，让知识与生活碰

撞生成智慧。

最后，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

展，教师还需要有“人机协同”教学的

意识，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学习素材和逼

真的场景，让学生在做中学、用中学、

创中学，让认识基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

到提升。

书中强调的有效学习5个核心原则

是：学习的目的性、社会性、情感性、赋

权性和可展示性。学习的目的性帮助

师生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学习的意义，去

建立学习与自己的关系；学习的社会性

告诉我们，知识不是凭一己之力获得

的，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得以发展

的；学习的情感性指导我们运用不同的

情感来建立和学习内容的联系，从而对

学习产生积极影响；学习的赋权性在于

让学生主导并乐于和他人分享自己的

学习，轻车熟路地设置目标、改进策略、

克服困难和自我评估；学习的可展示性

体现为塑造“让学习可见”的课堂，用图

片、语录、视频、音频等表现学生的作

品，创建集体知识和共同记忆，在展示

的同时也将学习导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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