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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过，头顶的杨树除了轻摇，不再
冷峻孤傲地默不作声，而是用清悦密
集的“唰啦啦”欢愉地应和着，昭示芽
已成叶，夏已悄至。随后，草木葱茏，
清风流淌，将夏天谱成了曲儿。

这曲儿，浪漫、诗意、包容，混着花
草香、虫鸟鸣、风雨声、烟火气，有着令
人热情追逐的魔力。我也被鼓动起来，
衣衫薄，心飞扬，在火热的时光里，饶有
情趣地将耳朵交予最美的天籁。

居住的小城，小到可以人鸟群居，
不得不说是一件幸事。夏日清晨，我
被远山近树传来的连绵鸟鸣唤醒，并
不恼，反而在习习清风中，乐悠悠地闭
眼辨识着是黄鹂还是麻雀，是孤鸣还
是合唱，是悲伤还是欢悦。

可辨来辨去，却被纷繁鸣声乱了方
寸。不辨也罢，聆听静享就是了。只听
得，那鸣声或引吭高歌，或低音回旋；或
单声悠长，或连声婉转。虽看不到鸟的
踪影，叫不出鸟的名字，听不懂鸟的语
言，但这真的是最动听的音乐，是故乡
童年记忆的回响，只觉得浑身每个细胞
都跃动起来，循着鸟鸣的方向和节奏，
自由奔跑在清丽明快的小城。

蝉声常在午后响起。随夏而生的
蝉，不知栖在公园或街旁的哪棵树上，
也不知它们是否真的因难耐这酷热而
长鸣。反正，我只一听闻蝉声荡漾，便
觉得热浪来袭，不愿动弹，竟忽地听出
些“岁月已逝，时光不再”的哀叹。

我也曾是头顶骄阳、穿林寻蝉蜕的
顽童，也曾是听着蝉声、树下苦读书的
少年，也曾是窗前听蝉、胸怀一腔血的
青年；然而，此时这蝉声竟在我心中难
起半点波澜。偶遇一孩童，兴奋地拣起
一只落蝉，摇得“呜哇呜哇”直响，在林

荫路上跑来跑去。我会意一笑，似乎看
到了曾经的自己。我起身离开长椅，在
树上踅摸，希望寻到一只枯黄干透的蝉
蜕，试着做个“毛猴儿”来玩儿。

穿城而过的大河，涨了体量，“哗
哗”的流水声变得浑厚沉闷了许多，有
了奔腾的气势和深邃的城府。黑夜，
我不敢靠近，只远远地静听“水声伴蛙
鸣”。那呼朋引伴一起欢鸣的青蛙，该
是藏在芦苇、水草间，或趴在浮石、沙
滩上，仰起脖，鼓着肚，卖力唱出从蝌
蚪变青蛙的胜利欢歌，或是青蛙王子
不甘寂寞的爱情宣言。

在池塘、在溪畔、在稻田，越夜越精
神的蛙们，躲在隐秘的角落，用高亢不
绝的花腔高音宣示着它们乡村夏夜的
主角地位，连那些撒欢疯跑、吵嚷不休
的孩子们也只得甘拜下风。偶尔会有
狗狗扯着嗓子狂吠几声，挑战一番，可
远不及青蛙的铁肺铜喉来得持久，也便
任由它们从兴致高昂慢慢唱到无趣退
场。城里的青蛙，应该如我一般，也是
被流水从农村携来此处栖居的，以至于
我听着蛙声，身未动，心却已回故乡。

在单位值夜班，千防万防也未能
防住从门缝狡猾挤进的小蚊子。夜
深，想静心入眠，怎奈那“嗡嗡——”的
蚊声，却被寂静无限放大。虽一两只，
却被搅得心烦意乱。偌大的房间，寻
它不着，处理不掉，只得用毛巾被裹了
全身，遮了头脸，抬手从内撑起，方便
呼吸。辗转反侧许久，不知何时入睡。

下次，提早燃起了蚊香，青烟缕缕
间，蚊声不再响起，却又不知何时跑进
一只蟋蟀。好在那“唧唧吱吱”的叫声
并无“杀伤力”，倒也清脆悦耳，虽一时
无法安眠，却也乐意与其共处一室。

它应该是躲在柜子底下的角落里，不
停地摩擦双翅，进行它的“独奏音乐
会”。我边听边吟起了宋代刘攽的“墙
根蟋蟀近床鸣”，且在这时断时续的鸣
声里思绪飘远，忽而在儿时七夕的黄
瓜架下，忽而在少年夜归的田野小径，
忽而在青年任教的空旷校园……

雨是夏的常客，且暴风骤雨居多。
“隆隆”的雷声由远及近，在头顶竟张
狂成“咔咔”的炸响，火龙般的闪电曲
曲折折，也似带着声响。“呼呼”的风声
由疏到密，吹得枝叶左摇右晃，“哗啦
哗啦”；吹得街道杂物纷飞，“叮叮咣
咣”。豆大的雨滴敲得雨棚、玻璃、大
地“叮叮咚咚”直响；大雨很快来了，还
夹着冰雹，“哗哗”的雨幕将天地连接，
驱散了行人，模糊了万物。我躲在安
宁的屋内，听着风雨，隔窗望向混沌的
人间，不由担心：担心有人困在暴雨中
不得归家，担心农人的庄稼被狂风冰
雹袭击得一片狼藉，担心远山深谷涌
起洪水……

雨过，地面淌起“哗哗”的小河，不
知流向何方；屋顶积水扯出的檐溜儿

“滴滴答答”，汇入小河。出门看水的
人群，熙熙攘攘，谈论着这场雨的大
小、致灾的轻重；驱车紧行的人们，车
轮“唰唰”地腾起一道道水浪，又瞬间
落下，消失。

当然，夏雨并非都是这般暴脾气，
也有温和的连阴雨，下下停停或昼夜不
歇。此时，我愿独坐廊下，捧书闲读；或
望着街景，静心听雨。因了极具画面感
与韵律感的“雨打芭蕉”，我竟感觉雨落
敲响的所有，皆是翠绿“芭蕉”，皆是人
间美好。我更愿与家人在“哗哗”雨声
的协奏下，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与

“家长里短小夜曲”，继而如白居易那般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早市趁凉快开得早，却没有一声从
街巷传出的吆喝。无声亦是繁华，挨挨
挤挤的摊位就在那儿，走着瞧！最爱听
操着不同地域腔调的摊主自夸：“这玉
米、豆角、辣椒、桃子，都是顶着露水刚
摘的，新鲜着呢！”卖西瓜的大叔，托起
一个硕大的西瓜，在耳边敲得“嘭嘭”
响，似在说“不沙不甜不要钱”；卖鱼的
大哥，用网兜搅得鱼儿翻滚水声响，似
在说“水库新捞的鱼呀”；卖油条的大
姐，用长筷夹起“嗞啦”起舞的一根根金
黄，似在说“刚出锅，香得很”……他们
啥也没说，却又说了一切。只听得“吱”
的扫码声、微信收款的提示音，此起彼
伏，开启寻常百姓殷实饱暖的一天。

夜市趁凉快收得晚，人声嘈杂中
混着音乐与香味，混着欢喜与惬意，全
是值得眷恋珍惜的人间烟火。烧烤摊
前，彩灯闪烁，歌声悠扬，三五好友沐
着清风、夜色，围坐品尝喷香的烧烤、
清爽的啤酒、应时的果蔬，畅怀闲聊曾
经的过往、难熬的当下、未知的将来。
开着直播的人们，有的在自我陶醉地
纵情高歌，专业水准也罢，偶有跑调也
罢，就图个“想唱就唱”；有的跟着律动
的乐曲翩翩起舞，踩着节奏也罢，随意
摇摆也罢，就图个“舞出精彩”。摆地
摊的人们，或不言不语，或快人快语，
不知从哪儿来、不知卸下什么身份，聚
在昏黄的街灯之下，可随小食品、小商
品摆出的，都是对生活满满的热爱，更
让我听到了梦想发芽的声音。

这个夏天，每个夏天，我们都是美
妙动听盛夏之声的聆听者，更是创作
者。夏声起，激情亦起，闲情也起。

这就是我的活
■周继栋

火心灵 花

夏声起
■张金刚

近日读到闫存林的新著《语文学习任
务设计：原理、方法与案例》，该书给人眼
前一亮、耳目一新之感。作者围绕语文学
习的原理、方法，以学习任务的设计、实施
为突破口，用丰富的案例全方位地展示了
自己对语文教学的思考。

具有自我否定、
自我超越的挑战精神

闫存林在后记中说到在他已经从教
十多年的时候，有两个女生当面跟他说：

“闫老师，我们都高三了，您的复习课效率

是非常低的……”听到自己的学生当面说
这样的话，闫存林惊讶、自责。在学生反
馈的第二天，他勇敢地向同学们承认自己
的不足与问题，并开始主动了解学生需
求，积极改变自己的教学。学生的心声成
了闫存林改变自己教学的动力。

从 2017年起，闫存林开始研究以核
心任务推进的方式实现从教到学的转变，
他始终认为要以驱动性的学习任务贯穿
学习始终，这样的任务设计可以真正摆脱
以“教”为中心的影子，学生才能成为课堂
真正的主人。闫存林在书中暗示着一个
观念：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地方，而不只是
教师表演才华的场所。他通过一个个案
例，让读者感受到如何通过核心任务的设
计，真正将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
育落地课堂。

从静水流深到直面挑战、深刻反思、理
性突围再到创新改变，一路走来，闫存林的
教学之路布满艰辛也洒满阳光，他始终沉
浸在一场学习变革的兴奋之中，也一步步
实现自我成长。正如李希贵校长在序言中
所说：“任何一个领域的领跑者，无不具有
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品格。”作为教师，一
定要不断学习、不断思考，敢于迈出舒适
区，无论何时都不要拒绝自我成长。

具有清晰简洁、
操作性强的教学指引

闫存林清晰地指出了从单篇教学、专
题教学到任务群学习的不同，指出双基目

标、三维目标存在的不足，他认为要吃透
课程标准，语文教学要进一步落实到语文
的核心素养，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语
言的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
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这四
个核心素养里“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是基
础，是其他三个核心素养达成的必经
途径。

那么如何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呢？
闫存林认为要重视两点：一是“积极的语
言实践活动”，二是“真实的语言运用情
境”，简单地说就是让学生在体验中发展
自己的语文素养。书中的前三章在细致
解读课程标准的基础上阐述了如何确定
学习目标。他强调，我们应该以一个学习
者的身份来确定学习目标，尽量用到一些
具体、可操作性的行为动词，而且动词应
该直接指向学生的具体行为。

回想以往，很多老师在撰写教学目标
的时候经常用到一些比较模糊的动词，比
如欣赏、感受、领悟、探究等。闫存林始终
关注的是学生的主体地位，认为要从语言、
思维、价值等不同维度清晰描述学习目标。

具有任务驱动、
真凭实据的实践成效

梁启超先生说过：“语文要一束一束
地教，而不是一篇一篇地教。”闫存林也提
倡要整体把握、整体设计，在展开一个学
习单元之前，需要提出核心问题，结合核
心问题来设计核心任务和几个关键任务，

借助任务来推动学习。
任务式学习是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

途径。针对设计学习任务中的每个关键
环节，闫存林都结合真实案例，呈现全面
的操作细节，让读者深刻了解“从教到学”
的变化。佐藤学说过：“在未来的学校里，
老师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站在讲台上灌输
知识，而是学习行为的设计者，并能对学
生的学习行为及时做出反省，不让一个孩
子掉队。”闫存林也用朴素的文字告诉我
们，作为教师要转变角色，不做灌输者，而
是学习的指导者、监督者、评判者，同时也
应该是学习任务的设计者。设计的学习
任务要有挑战性、驱动型、可操作性、有选
择性、有承载学习目标、有表现性成果。

一次阅读就是一次成长。读完全书，
我深刻领悟到：要设计好核心任务，老师
应该胸中有全局，把每个单元的教学要点
置于整套课本的结构网络中去理解，整合
相关资源再进行任务设计。同时，也要考
虑帮助学生发挥学习主体性，这就需要教
师不断学习，不断构建自己的知识系统。

书中，闫存林对“任务群”的设计非常
巧妙。比如学习《老人与海》时，让学生以
老人的口吻给年轻男孩马诺林写两封信；
比如阅读《西游记》，让学生合作插写一回
《西游记》；比如学习祭文单元，给曹孟德
撰写一篇祭文……从这些丰富的案例中，
我们感受到任务驱动式的学习，突出学生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也关注了学
习过程，让学习真正发生。

随闲庭 笔

——读《语文学习任务设计：原理、方法与案例》

■刘娟

一位语文老师的理性突围

《语文学习任务设计：原理、方法
与案例》

闫存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过好书 眼

说起国人食馄饨，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张揖
在《广雅》中记载：“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
清代有竹枝词赞曰：“大梆馄饨卜卜敲，码头担子
肩上挑，一文一只价不贵，肉馅新鲜滋味高。馄饨
皮子最要薄，赢得绉纱馄饨名蹊跷……”，其中“绉
纱馄饨”又叫泡泡馄饨或小馄饨，在江浙一带馄饨
界堪称“绝绝子”。

在我长到三岁时，母亲经常带我去她单位的
浴室洗澡。洗完澡出来，天已漆黑。我们母女俩
走在黑咕隆咚的弄堂，走到弄堂拐角处，一缕红光
灶火在夜色中飘忽，馄饨摊！雀跃的火苗照得人
心底滋生出一缕“灯火可亲”的暖意。母亲拉着我
的小手，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摆摊的是一位上了
年纪的阿婆。

“来两碗泡泡馄饨。”母亲说道。
“好嘞！”馄饨是现包现下的，阿婆应和着站起

身来，左手从案板上一沓摆放整齐的薄薄面皮中
取出一张，右手拿着竹片刮板，利索地在搪瓷盆里
挑起一丁点儿肉馅，惜馅如金般地抹在左手皮子
上，旋即变戏法似的一捏而成，再往半空轻轻一
抛，一只只小馄饨如蝴蝶般飞落热锅，在沸水中翻
滚起伏。

等锅中水再度沸起，阿婆伸下爪篱搅动一圈，
果断抄底，将馄饨尽数托在爪篱中，顺势甩了一下
残留的热水，馄饨滑入早已配好调料的青花瓷汤
碗里。较之馅心丰饶的大馄饨，泡泡馄饨那点似
有若无的肉馅，委实少得可怜。稀薄的内在，让人
对它的汤头要求也更高。袁枚在《随园食单》中
说：“小馄饨小如龙眼，用鸡汤下之。”小馄饨的汤，
乍看有点浑，却是用文火熬制好久的骨头汤。先
喝一口汤，让五脏六腑都活泛起来，再用调羹舀一
只送入口中，趁热小口咬开皮子，稠滑的皮在抿嘴
间片刻即化，余下粉红的馅，带着肉的鲜香。

我们娘儿俩成了馄饨摊上的“常客”，一边吃
一边和阿婆闲聊。阿婆的命运颇为坎坷，她早年
守寡，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成人，孰料，儿子患上
急病，早早撒手人寰，自此，抚养孙子的重担又落
在她身上。她每晚肩挑馄饨担走街串巷，一边敲
着敲击竹爿一边叫卖，小小一副馄饨担，却挑起了
祖孙俩全部的生计和希望。

很多年后，我去了北方求学，毕业后，留在繁华
大都市。等回到家乡，我惦念起泡泡馄饨，于是四
处寻寻觅觅，好不容易在古城内一条陋街窄巷，发
现了一家“私人作坊”。门面破破烂烂，连里面的桌
椅板凳都摇摇晃晃似喝醉了酒。我叫上一碗，舀着
勺子慢吞吞吃起来。“妹妹！”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我扭转头一看，一位白发高龄的老婆
婆端着碗，正冲着我微笑，“妹妹，你还记得我吗？”
我努力回忆，眉眼依稀有些熟悉，嘴唇上一颗痣，让
我脑海里灵光一现，这不就是当年馄饨摊上的阿婆
吗？她的头发几乎全白，皱纹也更深。故人相逢，
分外惊喜。我们一边吃馄饨，一边闲聊。阿婆的孙
子后来考了技校，在工厂当操作工。再后来，阿婆
的孙子也成家立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这家馄饨好吃吗？”阿婆问我。
“没有您当年做得好吃。”我说，这些年，我吃

过的馄饨何止千百碗，但觉着滋味最鲜的还是当
年阿婆馄饨摊上的那一碗。

或许是缘于这赖以营生的物什曾经为她带来的
温饱恩泽，言辞之间，阿婆对它始终怀有一种眷恋的
情愫。回首过去的岁月，馄饨摊留给她的，不止是记
忆中一个符号，更是生命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而
留给我的，却是一份永远也卸载不了的乡愁。

杂风物 谈

泡泡馄饨
■申功晶

到新学校工作大半年了，学校里
有很多给我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最让
我感动的是学校里的一位保洁工，她
姓许，我们都叫她“许大姐”。

许大姐今年 50多岁，她在我们学
校干保洁多年，她负责综合楼的办公
室、卫生间、楼道及楼梯的卫生保洁工
作，劳动任务比较重。她干活麻利，做
事利索，为人性格开朗，脾气又好，一
天忙下来尽管腰酸背痛，但她的脸上
总是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从未听到过
她对工作有任何抱怨，师生们提起她
无不竖起大拇指。前几年县局领导来
学校检查工作，夸卫生保洁做得好，想
把她要到局里去做保洁，校长舍不得
放，她也不想走。

许大姐做事认真负责、勤勤恳
恳，从不偷懒耍滑，连卫生死角也擦
洗得洁净明亮。有一次我忍不住问
她：“地面已经很干净了，为啥还要拖
地呢？”她擦了擦脸上的汗，笑着说
道：“这就是我的活，既然是我的活，
我就有责任把它做好。拖得干干净
净的，感觉心里也舒服，这样还能锻
炼身体呢。”

“这就是我的活。”多么朴实的话
语，却掷地有声，发人深省，让人动容。
它体现了一种认识和态度。认识和态
度非常重要，凡事只有认识到位，才能
有端正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才能是
必须做、想去做、想做好，反之可能是
拈轻怕重、推诿扯皮，甚至消极怠工。
许大姐从心底认为拖地、擦桌子、倒垃
圾等就是她的活，就是她的事，就是她
的责任。自己的活自己的事，当然要
做而且要做好。

“这就是我的活”体现了一种责任
和担当。许大姐文化不高，但她知道
自己的活就一定要按要求做好，有上
级检查的时候更不能出半点差错。在
单位，不管谁找到她干一些杂事，她都
不嫌烦，活干得包你满意。她说能找
她干活也算是一种信任，况且劳动让
她更快乐。

“这就是我的活”体现了一种热爱
和情怀。许大姐转眼在学校工作 8年
了，她和学校及这份保洁工作已结下
了深厚感情，尽管又忙又累，但她感觉
充实、快乐、有意义，环境育人，环境怡
人，她说只要师生满意，自己苦点累
点，值得！

傍晚的阳光穿过西窗照在洁净明
亮的悠长的楼道上，透过柔和的光线，
我远远地看到许大姐还在楼道的那头
拖着地，心底油然升起一股对许许多
多像许大姐那样普通却不简单的劳动
者的崇敬之情。

生命的轮回生命的轮回 黄燕凤黄燕凤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