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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教室的 6年阅读故事
□ 唐亚明

好玩的课间操
课间操一定要整齐划一吗？

课间操可以玩出什么花样？两所
学校的课间操变化给人以启
发。

早在几年前，四川成都盐道
街小学就结合学校开展的“绿娃
娃自主行动”， 倡导孩子们自己
创编课间操，提出“我自主、我快
乐、我健康”的口号，希望学生自
主创编课间操。让学校始料未及
的是，报名“创编”课间操的学生
十分踊跃。 学生们并没有“个人
英雄主义”，获准“创作”的孩子
大多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班子”，
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自己
选音乐、编动作，还组成了“小小
表演队”。 一二年级学生的课间
操充满了“娃娃味”，连音乐也选
了他们喜欢的《健康歌》，五六年
级的则有较强的节奏感，还有融
进了拉丁舞动作的。 据了解，孩
子们的“创作团队”还突破了班
级的限制，跨班甚至跨年级组合
在一起为自己编课间操。

该校副校长乔晓红认为 ，
由孩子们自己创编课间操 ，在
老师的帮助下完善后， 再回到
学生中去， 不仅容易受到学生
的欢迎， 还会让孩子们体会到
成功的喜悦。

无独有偶， 江苏昆山前景
教育集团的课间操也打破了整
齐划一， 将课间操的决定权交
给孩子们， 倡导孩子们自由选
择和创造性活动。 这里每天的
大课间分为“规定动作”、“自选
动作 ”和 “创造性动作 ”三个部
分。 在规定的动作之外，课间操
每天都有新花样， 这些新花样
都是根据学生的创新点创编而
成。 即便是规定动作，学校也尽
可能提供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比如，前不久学校创编了“骑马
舞”作为课间操，赢得了孩子们
的普遍欢迎， 对孩子们而言，做
操成了一件快乐的事。

集团董事长张雷认为，整齐
划一的课间操可以体现出学校
的管理水平和师生的精神面貌，
可以培养孩子的集体荣誉感和
团队精神，但“规范大于好玩”，
这样的课间操， 学生是不自由
的、不自主的。“以前一些学生是
躲着课间操，现在则是盼着课间
操。 ”张雷说。

做课间操目的不是为了好
看 ，应该是在 “好玩 ”中锻炼身
体。 我们一味强调统一、美观，反
而可能伤害了孩子们自由探索
的天性，破坏了“儿童”的本义。

（褚清源）

课改笔记

教室， 应该是师生用爱和心血营造的
充满温馨、温情、温暖的家。 学生走进教室，
就像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这是我对
理想教育的永恒追求。

孔子的教学活动不是在教室进行的。
他常常和学生席地而坐，就人生、社稷、政
治、哲学展开对话，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向孔
子发问，随心所欲，非常自由。

而现在我们的教室， 却让学生感到厌
倦———进入教室，就像进入了戒律森严的教
堂。 教师像传道士一般“宣扬真理”，学生只
能“顶礼膜拜”，俯首帖耳地聆听教诲。

学校的教育大多数是在教室完成的。
我所追求的 ， 绝不是那样死气沉沉的说
教，而是能带给孩子快乐的教育。 因此，我
分外注重教室的文化建设———从硬件到
软件。

我们每年都要装修教室： 淡绿色的乳
胶漆墙面，原色木料墙裙，乳白色的窗帘，
褐色的木地板……这些颜色的搭配全部是
美术老师精心设计的， 因为和谐的色彩会
让人心情舒畅，也会让人学会珍惜与敬畏。
一个再随便的人走进金碧辉煌的宫殿，他
也绝对不可能随地吐痰，因为红色的地毯，
会让他产生敬畏感。 而一个比较绅士的人，

走进类似垃圾场一样的环境， 他也许就会
变得随便起来了。 这一切行为不是由本人
的素养和内涵决定的， 而是缘于环境对人
的心理暗示。

每个教室的墙角书架上满满地摆放
着各类图书， 学生可以随时随意借阅，报
夹里有最新的报纸，后排的桌面上摆放着
同学们订阅的杂志……教室是一个信息
满满的世界。 阅读是人生进步的阶梯，所
以我们把图书馆的藏书流动分放到班级
里，开放式的图书馆让学生轻松享受阅读
的快乐。

教室的前方是经常变换的学生照片。
孝顺之星、勤劳之星、口才之星、作业之星、
作文之星……每个照片上都是孩子阳光一
样的灿烂笑容。 每月一次的评选，总能给学
生带来正能量。

每个教室都配备有液晶电视，一些大型
赛事、新闻直播、好玩的视频可以让学生自
由选看，让学生了解大千世界的信息。

我们的教室里没有那些励志标语，没
有高考、 中考倒计时， 没有严谨的纪律规
范， 更没有为了升学而拼搏的肃穆的战斗
气氛。 因为，心态决定一切，快乐的心态比
什么都重要。

教室是学生学习的地方，和谐、温馨、温
暖的教室文化能产生极大的能量，学生的学
习兴趣能让学生的学习变得事半功倍。

学生是教室的主人。 教室的布置由孩
子们自主构思创意，互相借鉴。 走进每一个
教室， 迎面看到的是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作
“全家福”的全班合影；乳白色的窗帘和淡
绿色的墙壁互相映衬， 墙壁上张贴着学生
自己撰写的人生格言，并配有作者照片。 千
万不可小看这些看上去还很稚嫩的中学生
的思考：

不要华丽的外表，不要虚伪的装饰，我
就是要做最真的自己。

一个人怎样给自己定位， 将决定其一
生成就的大小。 志在峰顶的人，不会落在平
地。 甘愿做奴隶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主人。

镜子只能照出你的外貌， 而生活却能
洞照你的心灵。

求知而来，载识而归。
……
孩子们在教室文化的创意中， 融入了

他们更多的梦想和个性， 因而也形成了各
具特色、多姿多彩的班级特色。 学生自己的
书法作品、美术作品，自己精心制作的小工
艺品琳琅满目，几幅童年的照片，一串彩色

的风铃，随意点缀于墙上；半空吊着几个绒
布娃娃，这是一个人人参与用心构筑的“小
小爱巢”， 也是一个让人想起就心驰神往、
眷恋难舍的“家”。

每个教室门口都有一块小黑板， 上面
写着班主任的温馨提示。 每天短短的几句
话，就让每个学生如沐春风：

6 年的小学生活转瞬而过，那里蕴藏着
你无限美好的童年。 但请不必依恋，因为你
长大了。

10 天的军训生活的确很苦， 但除了痛
苦，你一定会收获更多。

用手擦去妈妈脸上的串串汗珠， 你掉
泪了。 这大可不必，相信你会用自己的行动
换来妈妈幸福的笑容。

咱班的 4 位摆车员每天都用双手触摸
冬日的寒冷，给我们带来内心的温暖。 请大
家记住他们的名字：某某某……

美丽的环境陶冶美丽的心境， 陶冶是
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 教室
文化是一种价值无限的优质教育资源。 每
一个学生既是这种文化的创造者， 也是这
种文化的享用者， 是学生心中一片蔚蓝的
天空、自由的天地、永恒的乐园。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开封市求实中学）

教室里的花样世界
教室重建 系列 10 □ 张建平

■寻找最具价值课改成果 本期关注：湖南省桃源县茶庵铺中心小学敖双英的 007 教室6

6 年前的 9 月，正是开学时节，湖南省
桃源县茶庵铺中心小学， 迎来了又一批新
生———一群可爱的山里孩子， 质朴天真得
如同一块块璞玉。 而在此之前，一个网名叫
“桃花仙子”的老师，在山西省运城市参加
完新教育年会后， 怀揣一个美丽的教育梦
回到家乡，扎根到这所学校。 一个精彩的阅
读故事，也由此开始……

这位老师的名字叫敖双英。

从书本走向自然

敖双英和 55 位孩子会聚到了同一个
教室里，组成了一个班级，孩子们把自己的
班级叫做 007 班，还亲切地称敖老师为“仙
子老师”。 从此，敖双英和她的孩子们一起，
开始了一轮为期 6 年的 “毛虫与蝴蝶———
儿童阶梯性阅读”实验。

007 班孩子的快乐，是从阅读绘本开始
的。 最初，刚入学的孩子还不识字，不能自
己阅读，敖双英就天天给他们讲故事。 当别
班的孩子忙着识字、抄写、默写时，007 班的
教室里， 精美的绘本故事正通过前方的投
影屏展示出来，敖双英绘声绘色地讲，孩子
们聚精会神地听。 读《马兰花》，孩子们为美
丽的马兰花惊叹，为小兰的勤劳善良感动；
读《女娲补天》，他们在老师引导下仔细观
察女娲娘娘的神态， 看到了她目光里的慈
爱与坚毅。 六七岁的孩子正在换牙期，有的
小朋友觉得缺着门牙有些尴尬， 敖双英带
他们读绘本《你是重要的》：“掉了一颗牙没
关系（两颗或三颗也一样），……与众不同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是特别的，你是重要
的，只因为你就是你……”孩子们似乎听明
白了，开心极了。 “你是特别的，你是重要
的，我爱你，我是你的老师！ ”敖双英说。 孩
子们齐声响亮答道：“你是特别的， 你是重
要的，我爱你，我是你的孩子！ ”放学后，孩
子们带着一脸的兴奋回到家里， 把听来的
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听。 有时，大
人们没空听他们讲，他们会跟到厨房里、菜
地里、 田埂上， 让大人们边做事边听他们
讲。 007 班的孩子没有家庭作业，可就这样
听啊讲啊，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小小的孩
子由此充满自信。 除了听故事讲故事，他们
还吟诵诗歌、韵文。 清晨的 007 教室里，总
是书声琅琅。

在专业团队的帮助下，敖双英还开发
了一系列以 “写绘日记 ”为题材的儿童课
程。 茶庵铺中心小学坐落于风景优美的山
村小镇 ，在这里 ，春夏秋冬 、踏青观瀑 、节
气农事等 ，都成为 007 班孩子们 “写绘日
记”的新鲜素材！ 他们一起走进大自然，发
现大自然的奥秘。 春风里柳枝摇曳，小溪
边渔翁垂钓 ，秋日里同学们郊游 ，田野里
丰收的景象……一年级的孩子，就开始用
歪歪扭扭的线条，描绘出他们对大自然的
认识、对世界的感知。 在认识农历的过程
中，孩子们在课堂上共同学习农历节气知
识，品读相关诗文，果实累累。 学生刘雅文
写道 ：“在小满的节气里/我们看见/麦子
黄了/茄子/南瓜开花了……”， 谢晶思写
道：“在小满的节气里/小溪看见太阳就哗
啦啦地奔跑起来/做工的农民进入我的诗
里……”。 春天里， 他们写道：“我在田野
上 ，看见三只蝴蝶……蓝色的翅膀 ，还有

细小的身材， 真像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呀，
它给春天添了许多美丽。 ”秋天，他们来到
田野上 ，欣赏金黄的丰收景象 ，观看农民
收获的场面 ， 和家长一起感受丰收的喜
悦，也体会劳动的艰辛。

茶园里 、田地间 、山坡上 、小溪边 ，孩
子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进行节气观察、童
话剧表演 ，有时席地而坐 ，进行阅读分享
或者主题演讲 ，同学们仔细观察 ，也尽情
地玩耍 ，用身心感受季节的变化 ，感受家
乡的美丽。 然后，他们回到教室里，从粗浅
的述说 ，到细致的描画 ，表达出自己对世
界的感悟。 教室内外的墙壁，也总是被孩
子们的作品装饰得五彩缤纷。 随着年级增
高 ， 孩子们不再局限于对自然景物的欣
赏 ，结合学科知识的学习 ，他们还走村串
户，采访人物、考察社会，深入解了解家乡
的历史与现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
渐学会了思考，理解了责任。 文本阅读与
生活实际紧密结合 ，互为依托 ，孩子们的
观察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迅速提高，同时，
幼小的心灵 ， 因书香的浸染和自然的滋
养 ，情感越来越丰富细腻 ，生命越来越丰
盈充实。

让故事和书伴随童年

三年级时的那个“六一”节，一位朋友
送给 007 班孩子每人一本《西游记》，于是，
这些才读三年级的“小毛虫”，开始了对大
部头的啃读。 86 万字的原著，全班共读，一
页页，一回回，他们边读还边写笔记。 “我觉
得我非常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我小时
候只是一个非常不懂事的小孩儿， 一点都
不体会爸爸和妈妈的辛苦。 现在我变得懂
事又乖巧了， 我会常常帮着爸妈做一些家
务事了。这就像孙悟空服侍师父呀！ ”“我觉
得……我觉得……”，他们写出自己对书中
情节和人物的独特理解，总让人为之击节。
精彩的“《西游记》共读结束暨《三国演义》
共读开始”活动仪式上，孩子们自编自导，
用心展示出一组别样的阅读故事。 他们把
这本书的阅读比作翻越火焰山， 正如孟洋

同学所说：“86 万字的 《西游记》 我都看完
了，还有什么书看不完的？穿越知识的火焰
山时，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 ”犹如
西天取经一般的艰难啃读，全班一起读完
了一百回原著，到达“灵山”。 阅读中，他们
收获的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精彩，更有品
格的养成 。 在有故事和书本伴随的童年
里， 孩子们心里播下快乐自信的种子，渐
渐学会自律 、宽容 、合作 、感恩……007 班
的孩子已不需要教师说教。 班级共读中，
他们拥有了共同的语言密码，有时同学间
出点小状况，老师只要一个眼神或者一个
手势，孩子就懂了。

孩子们每期会把自己的习作整理成
册，如诗人狄金森说的，没有一艘船能像一
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
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 孩子们已然
明白 “我的人生我来书写”。 满兴莲是 007
班的班长，也是班上阅读量最大的，让我们
一起看看她的阅读足迹：从《笨狼的故事》、
《小故事大道理》到《草房子》、《居里夫人》、
《永远的雷锋》、《特别的女生撒哈拉》、《妈
妈的账单》、《小狮子艾尔莎》， 再到四大名
著，其中有很多书，她都读了不止一遍，而
且每本书都有读书笔记， 有的书上时而可
见阅读时留下的批注。 读书，使人的情感丰
富，文字让她的情绪得到了释放，内心更易
平和、安宁。 这个普通的农家小女孩，一小
时能看完近 8 万字， 并写出 600 来字的笔
记。 现在，这位山村小女孩有了一个美丽的
梦想：“我长大了要成为一名作家。 ”

阅读， 还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
面世界的窗口。

学校地处偏远， 学生一般少有外界往
来。 可是 007 班的学生却拥有许多外面的
朋友。 当初， 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
厚，而农村学校的书籍又太少，敖双英即使
把工资全买了书， 也满足不了 007 班的阅
读需要。 敖双英将这些学生渴望读书的心
愿发表在自己博客里， 很快引起了网友们
对 007 班孩子的关注。 儿童文学作家童喜
喜送来了她的作品《影之翼》；中国教育学
会副会长朱永新用自己的稿费为每一位同

学送了儿童书包； 湖南教育网许多网友也
带着书来看孩子们了……如今，007 的班级
书库里，已有 3000 多本课外书籍，这些书
也吸引了学校其他班的孩子前来借阅。 更
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的是， 河南的快乐小荷
老师，不仅把自己班上的图书“漂”了过来，
解决了 007 班缺少共读书本的问题， 还和
敖双英一起，让两个班的孩子互相通信，互
相成为了朋友，从此，给远方的朋友写信和
阅读他们的来信， 成了 007 班孩子最高兴
的事儿之一。

相信阅读

2009 年 ，007 班被评为全国新教育实
验十佳教室。 现在，007 班的孩子们即将小
学毕业了 ，走进 007 班的教室 ，一眼看到
的仍是班级图书角 ，一排排 、一叠叠图书
摆放得整整齐齐。 6 年积攒起来的 3000 多
册书，是孩子们的宝库。 墙上展示的满是
孩子们最近的阅读成果———读书笔记、手
抄报 、绘画作品 、班级日报……那一百条
裙子的图片，是孩子们阅读《一百条裙子》
后的感悟，他们还把自己设计的裙子做了
出来。 在他们心中，这或许是在和对书中
小主人公旺达一起实现她的愿望，抑或也
是在自己心里种下了一颗平等与友好的
种子吧！ 《一百条裙子》，被 007 班的孩子
们读活了。

007 教室的墙上挂着十几本装订精致
的本子，每本上都写着《给家长的第 N 封
信》，随手翻开一本，都能看见每个孩子在
信中向家长详细汇报自己一周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写得非常认真。 学生信的后面，则
是家长的回信。 高年级学生住校后，每周会
给家长写一封信，与家长沟通，这样一来，
家长能及时了解学生在校的情况， 父母孩
子之间也更能相互体谅、理解，亲子关系更
为和谐。

6 年来， 大家共装订起 500 多本学生
作品 ，班级日报寒暑假都不间断 ，目前已
办到 900 多期……这些作品 ， 在他们看
来 ，不仅仅是学生作业 ，更是一部生动的
师生成长史。

几十天后 ，007 班的孩子就要离开他
们心爱的教室，走进新的学校。 家访时，有
人向孩子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进入中学
后了，功课多了，有了升学的压力，时间紧
张了，你们还会坚持阅读课外书吗？ 他们
的回答几乎都是肯定的 ：会的 ，我会挤时
间来读的。 学生满心莲还说：如果哪天没
看书，我会觉得睡不着觉。 6 年的坚持，007
班的孩子已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阅读，
正逐渐成为 007 班许多孩子精神生活的
需要 ，而这一习惯 ，将会让这些孩子受益
终身。 苏霍姆林斯基说：“书应该成为每一
个学生的良师益友和明智的教导者。 我认
为使每一个学生在小学毕业时能向往单
独与书相处———向往默想与沉思，是一项
重要的教育使命。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
他的精神发育史。 如今，敖双英和 007 班
的孩子们用一场教室里的革命，印证了这
些教育哲理。6 年一路“读”来，当年的小毛
虫正蜕茧成蝶 ，相信以后的岁月里 ，这群
美丽的蝴蝶，将飞向更广阔的书的花海。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南县教研室）

2007 年，一个在网上很“火”的教师“桃花仙子”敖双英携手新教育团队，“扎根”到桃源县茶庵铺中心小学“007
班”，和班上的 55 名学生一起开始了“毛虫与蝴蝶———儿童阶梯性阅读”实验，时隔 6 年，实验已经接近尾声，如今，
这批孩子马上毕业了，让我们走近 007 教室，与敖双英和她的学生一起分享他们的阅读故事———

书，可以把孩子带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