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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明：

开展丰富多彩的
劳动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 讯 员 岳 俊 阔

李洪桥） 为了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综

合育人作用，山东省东明县各中

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劳动教

育活动。

陆圈镇第二初级中学通过组

织校园大扫除和热心志愿服务，

将劳动思想转化到每个学生的实

际行动之中；小井镇尹集小学开

展了“我劳动，我快乐”主题板报

手抄报设计活动，学生精心设计

作品内容，在动手实践中体会劳

动的快乐和意义；武胜桥镇中心

小学以国旗下讲话、班会、广播等

方式迎接劳动节的到来，教师介

绍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劳动者，

教育学生养成爱劳动的习惯，懂

得劳动最光荣的道理；小井镇张

表屯小学以“红领巾爱劳动”为主

题，举办手抄报、征文、绘画展等

内容丰富的活动，培养学生热爱

劳动、参与劳动的良好品质；东明

集镇初级中学举办学生书画作品

展，共展出硬笔书法、素描、水彩

画等 96幅作品，这些作品以劳动

为主题，充分展示了学生的个性

发展和艺术才华，吸引了众多师

生驻足观看。

“虽然汗流浃背，但也乐在其

中。我们在劳动中锻炼了自己，

也切身感受到劳动创造的无限美

好。”一名学生表示。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加强劳动教育的
校本实践

本报讯（通讯员 沈莹） 4月

28日，“卓越汽车工程师”课程发

动机捐赠仪式在同济大学第一附

属中学举行。依托同济大学汽车

学院与校内五大类创新实验室，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开设了

“卓越汽车工程师”系列劳动课

程：“智能驾驶缩微车”课程面向

具备一定编程基础的学生开设，

学生通过学习缩微车系统的搭建

与车辆自主驾驶算法，在实践中

掌握自动驾驶车的创新设计；“汽

车结构设计”课程面向具备一定

动手能力的学生开设，学生可以

对发动机进行拆改和安装。

据悉，学校一直以劳动课程

作为立德树人主阵地，努力培养

信息化时代“慧生活、慧实践、慧

学习、慧创新”的学生。除了开设

特色劳动课程，学校还充分开发

校内场地资源，成立“职业体验劳

动实训岗”，让学生在校内也能参

加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其中，

“劳动梦想农场”深受学生喜爱，

学校为学生提供种类繁多的植物

种子，有鸡毛菜、莴苣、朝天椒、太

阳花、向日葵等，学生在播下劳动

种子的过程中，也体会到劳动的

艰辛不易。

日前，“劳动梦想农场”收获

的第一批“特供菜”已经陆续加

入学生的午间自助餐，学生自己

种植、采摘、清洗、炒菜、装盘，看

着“特供菜”接连被端上餐桌，心

里格外满足，更加体会到劳动的

价值。

“无论‘卓越汽车工程师’课

程，还是‘劳动梦想农场’课程，

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

度。”学校劳动教育负责人表示，

“学校将以‘全方位资源统筹’为

抓手，加强劳动教育的校本特色

实践，贯通校内外资源，继续探

索劳动教育的新路径、新形式、

新方法。”

一线动态

古诗词教学的三个入手点
□ 赵秀红 周 军

古诗词对学生的文化积淀、情感

熏陶、语言运用都有着“润物细无声”

的作用，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诵读、想

象、比较等方面入手，引导学生感受古

诗词的魅力。

诵读成韵

古诗词语言精练，讲究平仄，严于

用韵，所以在诵读中解决字音、字义的

问题，是学习古典诗词的首要任务。

正音。古代有些单音节词，两个

词语连在一起，很像现代汉语的双音

节词，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

诗中的“妻子”和“衣裳”。在现代汉语

中，“妻子”和“衣裳”的后一字都读轻

声；但是在古代，“妻子”表示“妻子”和

“子女”，“衣裳”表示穿在上身的服饰

“衣”和穿在下半身的服饰“裳”。因

此，诗中的“子”“裳”作为单音节词不

能读作轻声。此外，在遇到多音字时

还应该从诗词的格律、押韵等方面来

考量，从而感悟平仄声的交替和均衡。

明义。古诗词中有些字义与现代

汉语字义相差甚远。比如，白居易的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中，

“可怜”是“可爱”的意思；叶绍翁的“应怜

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中，“怜”

取“爱惜”之义；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

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中，“青春”指“明媚

的春天”；等等。这些词的古今之义或

完全相反，或产生了转移，或另有所指，

如果不注意这类问题，就有可能误读古

诗词，难以理解诗词真正的意思。

想象画面

诗歌是用形象来表现的艺术，是

诗人从生活中选择、提炼出来的各具

特征的事象、物象，教师应该让学生想

象画面、进入意境，拉近学生与诗人、

文本的距离，为深入学习古诗词做好

情感积淀和背景铺垫。

显象。教学古诗《江南》时，教师

可以让学生边听边想象“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

北”的画面，然后联系生活实际，让学

生想象“鱼戏”的具体画面：成群结队

地游动、互相争抢食物、从水面跃起、

把嘴巴伸出水面透气……学生抓住

“戏”字，就能想象鱼儿活泼的姿态，体

会莲叶与鱼儿的和谐美。教学马致远

的《秋思》时，教师应该充分考虑这首

小令的前三句没有一个可作谓语的动

词，这时可以让学生通过想象将画面

补充完整，深刻体悟诗句描述的意境。

入境。在教学《清平乐·村居》时，

教师可以抓住“相媚好”这个词语，让

学生想象“翁”与“媪”之间有哪些对

话。学生的想象力被激活，往往能说

出贴近生活的话语：“老头子，你辛辛

苦苦把孩子养大，也该享享清福了”

“孩子他娘，虽然你的脸上堆满了皱

纹，但你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学

生在教师引导下把生活中的情境迁移

到课堂上，自然而然融入文本中的角

色，用自己的话语描绘出一幅祥和宁

静的乡村生活画面。

比较品味

诗人作诗填词时十分注重对字词

的锤炼，这些经过锤炼的字词往往感

情浓烈、个性鲜明、含义深刻，成为诗

歌的点睛之笔。解读诗歌时，教师应

该引导学生推敲揣摩这样的词语，帮

助学生真正走进诗歌、理解诗歌。

比较。杜甫《春望》的“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中，“溅”字如果换成

“落”“掉”等，意思也没有区别。但是，

“落”“掉”都不及“溅”字更能表达泪流之

急、之多，以及诗人悲痛欲绝之情。教

师还可以引用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

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经典例子，让学

生感受“绿”字的妙处。据说，王安石曾

经先后试用“到”“过”“入”“满”等字，最

后才决定用“绿”字，教师可以让学生边

诵读边比较，讨论“绿”字究竟好在哪里。

品味。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

一句，传神地写出了西湖的神韵之美，

而要让学生领悟这种美，就要引导学

生挖掘西施与西湖的相似之处。学生

通过比较可以感受二者的相同点：西

子淡妆浓抹都很美，西湖阴晴雨雪也

都很美，而且这种美都是“清水出芙

蓉，天然去雕饰”的本色之美。经过比

较，西湖的形象就会在学生心目中更

加生动鲜明、绚丽多姿，诗句也就具有

了更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古诗词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理

解诗意、展开想象、体验品味，培养学生

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进而帮助学生

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钟祥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中国教师报 泰学教育
联合主办

五育行动

从阅读中汲取力量
——记浙江省桐庐县徐凝小学绿色读书活动

□ 种 丽 徐 伟

把“徐凝”作为学校文化关键词
□ 本报记者 金 锐

编后记

诗人徐凝的名字也许并非耳熟

能详，但徐凝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

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可谓人尽皆

知。据说，白居易便非常欣赏徐凝的

《题开元寺牡丹》《庐山瀑布》等诗，唐

代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也将徐凝列

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的“及门十

人”之列。

在徐凝的故乡浙江桐庐，有一所

以徐凝作为名字的学校——浙江省

桐庐县徐凝小学，这个名字让学校天

然多了许多文化韵味。那么，将徐凝

转化为教育资源，让学校教育与诗歌

相融、与阅读相融、与文化相融，就成

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徐凝小学，阅读的“入口”是诗

歌，阅读的“出口”是文化，阅读是学

校育人的重要途径。为了让阅读潜

移默化影响学生，学校抓住了“环境”

“课程”“活动”“评价”4 个关键词，全

面而系统地打造书香校园。其中，阅

读课程的设置和阅读方法的指导支

撑起整个“校园阅读场域”。

学校将阅读融入学生常规的学

习和生活：低年级晨诵时间为 20 分

钟，中年级晨诵时间为 15 分钟，高年

级晨诵时间为10分钟；所有年级每节

课课前诵读2分钟，中午诵读15分钟，

放学列队诵读5分钟；学校还开展“老

师跟你一起读”活动，每周由一名教

师带领一个年级的学生集体诵读。

读哪些书、怎样读书也是阅读教

学的重要内容。学校将学生阅读的

重点放在经典和哲学两方面，旨在引

导学生传承文化、丰盈人格。在具体

的教学环节，教师讲一篇课文的同时

还会附加若干篇相关的课外阅读文

章，加强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开拓学

生阅读视野，提升学生阅读层次，将

阅读由课堂链接到课外，形成“教读

—自读—课外阅读”三位一体模式。

为了让阅读更加丰富、更加完

整，学校还开展“主题阅读”活动，以

教材单元主题架构阅读内容，选编了

12 册单篇同步阅读文章和 96 本同步

阅读书籍，通过“课内精读获得读书

方法—略读巩固读书方法—课外阅

读实践读书方法”，进行课内课外的

导读引领、交流推进、分享提升等阅

读活动。

学生漫步校园，目之所及是诗一

般的校园环境，是墙壁和连廊上的诗

歌和散文，是一处处拥有精神内涵的

阅读空间，是沉浸式的阅读环境。“诗

人徐凝是我的同乡，我要从徐凝的诗

歌中汲取文化的力量！”我想，通过学

校的布置和引导，学生一定会将诗

歌、阅读、文化融入自己的血脉之中。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

应该是孔子心中最和谐的教育境界，

当然也应该是最和谐的阅读境界。学

生自由愉悦地阅读，时而陶醉在书籍

之中，时而三五成群交流探讨，这样的

阅读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生活。

徐凝是唐代著名诗人，留下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作为徐凝家乡的

学校，浙江省桐庐县徐凝小学利用独

特的地方文化资源，以“日日吟诵徐凝

诗歌”为切入口，扎实开展“书香润心

田”绿色读书活动，通过环境育人、课

程育人、活动育人、评价育人，全面系

统地建设书香校园。

环境育人
散发着文化气息的校园

阅读环境是一个儿童与书籍共同

生活的精神家园，散发着文化气息的

校园有利于学生产生“我想读书”“我

要读书”的愿望，也有利于提高学生阅

读兴趣，形成浓厚的校园阅读氛围。

寓读于境。象征着“咬定青山不放

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先锋岗、象征着

“对坐轩窗读书乐，怎忍花前不醉归”的

日新园、象征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的致真园以及意境幽深的

小桥流水、莲花喷泉、阅读长廊等，都是

学校精心打造的阅读胜地。无论春夏

秋冬，一踏进这样的环境，学生就自然

而然生发阅读的喜悦，一首首诗、一阕

阕词、一段段文、一本本书……学生在

此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

寓读于诗。学校的环境布置以诗

镶嵌、与诗相融。校园连廊和壁面上刻

挂着徐凝的诗篇《忆扬州》《牡丹》《八月

望夕雨》《观浙江涛》等；教室里“春之

声”“夏之语”“秋之韵”“冬之意”等主题

诗画与教室外师生共同绘制的爱国篇、

革命篇、励志篇、田园篇、友情篇、节日

篇、节气篇等主题诗画融为一体；学校

的特色阅读空间“徐凝馆”布置成徐凝

与白居易饮酒作诗的虚拟情境……静

态的诗与画配以课间悠扬的古诗新唱

铃声、午间抑扬顿挫的古诗文吟诵音

频、放学列队时的《诗经》吟诵声，校园

沐浴在高雅的诗歌氛围之中。

课程育人
围绕核心素养系统开发

阅读课程是拓宽学生眼界、提高

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终身阅读习

惯的有效途径，学校以整体课程规划

为依托，围绕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以

“阅读育人”为目标积极进行阅读课程

开发。

寓读于经典。为了更好传承古诗

词文化，学校开发了“经典诵读课程”，

组织部分语文教师选编了 12册《小学

生经典诵读》校本教材，所选内容包括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诗经》《老

子》《论语》《孟子》《史记》《左传》等经典

名篇和唐诗宋词、历代散文等。每册教

材分别包括6个主题单元，还特意选编

了徐凝诗词和桐庐地方诗词。每个主

题单元分为单元导读驿站、诗文导读助

手、诗文、注释、译文、初步赏析、国学拾

贝（与作者或诗文有关的故事）、趣味小

站（与生活有关的诗文故事）等板块。

为了激发学生诵读经典的兴趣，教师还

根据自己的特长开发了“空灵鼓与诗的

邂逅”“葫芦丝与经典的遇见”“经典

——陶笛悠扬”等趣味课程，学生在阅

读经典的“趣、美、情、理”之中，获得语

言、思维、审美等方面的发展。

寓读于哲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一个身心健全、热爱生活、尊重他人、

富有爱心的人，引导学生阅读哲学类

书籍是很好的教育途径。学校以“认

识自己，悦纳自己”“教养规则，友好交

往”“责任担当，关注自然”“关心长辈，

感人教育”“认识生命，直面生命”等内

容为主题，开发了“儿童哲学与绘本阅

读”“儿童哲学与寓言故事阅读”“儿童

哲学与童话故事阅读”“儿童哲学与中

国先贤对话”等课程，让学生学会提

问、倾听、表达，丰盈学生的人格。

活动育人
给阅读的种子添加肥料

学校希望在“成长的泥土”中撒下

“阅读的种子”，读书活动则是种子成

长的“肥料”。在一次次的阅读活动

中，学校不断探索、不断耕耘，让浓浓

的书香飘溢校园，滋润学生的心田。

寓读于规划。为了保证读书活动

顺利开展，学校将读书活动纳入学年规

划，做到“有计划、有主题、有评价、有报

道、有总结、有表彰”。比如，学校2020

学年的阅读主题是“润泽书香，意蕴徐

凝”，2021 学年的阅读主题是“读名著

经典，做诗意少年”，2022 学年的阅读

主题是“用悦读之美点亮杭州亚运”，

2023学年的阅读主题是“凝练书香气，

慧心阅成长”。围绕一个个阅读主题，

学校的阅读活动开展得更丰富、更系

统，学生在阅读中获得了全面成长。

寓读于兴趣。学校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读书活动，以年级为单位做好每

周一期“我是小小朗读者”微信公众号

推送。比如，每年4月初是“美食节”，

学校以“悦读书·传承传统美食文化”

为主题，开展读美食、学美食、画海报、

品美食、话美食、写美食等活动，让每

个学生在阅读传统美食、制作传统美

食中感受并传承传统美食文化；每年4

月最后一周是“读书周”，学生根据学

校列出的阅读书目和家长推荐书目，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书与小伙伴一起阅

读、分享、推荐；每年5月下旬是“科技

节”，学校以“走进科学，放飞梦想”为

主题，开展“科普阅读”“致敬科学家”

“科普知识知多少”“环保类习作比赛”

等活动，在引导学生阅读科普作品的

同时，培养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用科

学的科学素养和探究精神；每年 10月

是“田园文化节”，学生走进乡村田园

“诗赞四季”，走进农村文化礼堂“诗振

乡村文化”，走进百姓生活广场推广经

典文化……学校还坚持阅读活动与传

统节日相结合、阅读活动与村镇活动

相结合、阅读活动与地域文化相结合、

阅读活动与少年宫活动相结合、阅读

活动与书法活动相结合等方式，让学

生浸润在广阔而丰满的阅读世界。

评价育人
提升阅读的期待和品质

为了激励学生持续阅读的热情和

积极性，学校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性、

调控性、激励性等功能，建立了严谨、

公正、科学的阅读评价体系，努力提高

学生的阅读期待和阅读品质，推动阅

读活动有效持续开展。

寓读于记录。学校从学生入学

起，就根据相应的年级和学段要求，

了解学生的阅读喜好、阅读数量等情

况，然后由年级阅读评价小组测试学

生的阅读能力，做好“一生一档”的原

始阅读情况记录。阅读成长档案可

以帮助教师日后对学生作出比较全

面的阅读评价，记录学生的阅读足

迹，了解学生的阅读量、阅读面和喜

爱的阅读书目。

寓读于检测。学校每季度以年级

为单位对学生进行阅读能力检测，考

核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教师在检测

中把握阅读评价的灵活性，重点抓好

“三评”，即师评、自评、互评：师评充分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自评将标准交

给学生，让学生自我评价；互评让学生

互相评价，以互评促互动，以互动促双

赢。学校每年还会举办“古诗文考级”

活动，激励学生积累古诗词，积淀深厚

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

手捧书籍，就是手捧希望；开卷读

书，就是打开希望之窗。学校希望通过

书香校园的建设，让阅读带领学生到达

无法到达的地方、经历难以经历的人

生，让学生拥有更好的现在和未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桐庐县徐凝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