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本报地址：南京市草场门大街133号 邮编：210036 承印：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440号 印刷投递质量监管中心：025-86275689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全年定价：180元

书4 人文4 香
2023年12月6日 星期三

见习编辑:汤文清 E-mail:jybfktg@163.com

余映潮老师的作品《统编版小学语
文怎么教》，让我这个对阅读教学正感
到迷茫的小学语文教师找到了方向。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环节、识字
的途径、作文的基础。可阅读教学也一
直是一线语文教师难把握的环节，有时
候在阅读教学中贯穿零碎性的提问，对
于文本的把握缺乏系统性；有时候对于
文本又过多解读，给学生填灌知识……

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对阅读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阅读
教学的目标要盯住学生的终生阅读习
惯、阅读兴趣的培养；强调在大的语文
观下再去研究具体的阅读方法、阅读能
力的培养；强调我们的语文教学思维的
原点和终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学生语文

素养的提高。
如何摒弃零碎提问的教学习惯？

如何改变以提问课文内容为主要教学目
的的传统教学方式，让阅读课堂更加高
效？在《统编版小学语文教学怎么教》一
书中，作者用 22个取自小学每个年级、
不同阶段的课例，贯穿“板块式、主问题、
诗意手法”的教学方式，让我感受到阅读
教学的高效和阅读教学的诗意。

“板块式教学”，
让阅读教学更艺术化

“板块式教学”是余映潮老师创立
并践行的一种教学模式，对语文阅读教
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板块式教学”思
路，就是在一节课或一篇课文的教学
中，从不同的角度有序地安排几个呈块
状分布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并且以
这些自成整体的板块为单位，组织课堂
结构，把握课堂节奏。

作者通常围绕着 4个阅读教学要
素“诵读、品析、运用、积累”进行板块设
计。“板块式教学”让课堂化繁为简、疏
处走马，为学生的活动留出充足的空间
和时间。“板块式教学”顺应新课程标准
中“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热爱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在真实的语文运用情境中，
通过积极的语言实践，积累语言经验，
体会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培养
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等要求。

在《海底世界》一文的课堂教学实录
中，作者从“朗读课文，收获丰美语言；默
读课文，训练概说能力；品读课文，突破

有关难点”三个板块出发，保证课堂教学
有序开展。“板块式”学习形式，让学生在
课堂上充分利用时间，直接接触语文材
料，进行语言学用的实践。整节课教学
板块简明、实用、高效、雅致。

“主问题教学”，
让阅读教学更美妙

阅读教学的主问题是指在阅读教
学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主导支撑作用、吸
引学生从整体上深入思考、“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指向课文个性的重要提问。
在教学中，老师以有价值的问题为切入
点组织课堂，不但能引发学生对课文内
容的思考和探究，还能摆脱“满堂灌”的
催眠，避免“满堂问”或“碎问碎答”的折
磨，让阅读教学清晰起来，也更美妙
起来。

在《祖父的园子》一文的课堂教学
实录中，作者设计了“主问题”活动方
式。三个课堂实践活动“美美地说，美
美 地 写 ，美 美 地 析 ”都 围 绕“ 主 问
题”——“巧”写一首诗，引领着所有阅
读实践活动，实现集体训练，并达到“无
零碎提问”的教学境界。

“诗意手法”，
让阅读教学更有味

所谓“诗意”是指教学过程生动美
好，文气雅致。教师在设计课堂时应当
充分考虑与设计阅读教学过程中层次
的美、活动的美和细节的美，使得教学
过程中某一细节、某一步骤等方面具有

文趣、情味、美感和诗意。
“诗意手法”的阅读教学，不仅有利

于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提升，
还有利于学生美好情趣的培养和健康
性格的养成。

本书中的 22个阅读课课例都不同
于我所见到的传统阅读课。这些课例
在充分运用课文的基础上，加入丰富的
实践活动，摒弃琐碎的提问。在《军神》
一文的课堂教学实录中，作者运用诗意
化的教学手法，分层推进，前后照应，让
学生在活动中或浅吟，或低诵，或奋笔，
或阐释，或听记。

在本书的自序中，余映潮认为，22
个课例都遵循了“教学思路清晰、提问
精粹实在、读写训练深入、学生活动充
分、课堂积累丰富”这一教学主张；每个
课例都坚决摒弃了零碎提问的教学习
惯，代之以形式不同的课中实践活动；
每个课例都关注了字词认读、语言学
用、朗读体味、阅读品析、知识渗透等基
础训练，有的还专门设计背诵或微问写
作训练；每个课例都体现了对所有学生
的集体训练并确保了学生活动的时间
长度；每个课例都追求教学创意的新颖
和教学容量的饱满；每个课例都注重教
学细节的完善和教师教学语言质量的
提升；每个课例都着力追求“好课”的教
学意境。

通过学习书中的 22个课例，可以
感受到余映潮课堂教学的高效性、艺术
性和趣味性，对一线教师的阅读教学能
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阅读教学可以这样美
■张松林

感故土 怀

我的故乡木城，在无锡八士斗山附
近，溪河蜿蜒，绿荫环抱。

岸边大片的野菱白芦，交织着嫩绿
的水花生，枝叶间闪着紫白色的小花，
在微风中摇曳。水鸟轻轻飞起，又很快
落下。镇日长闲，望村外，天空高远，有
青山绵延；走村里，竹园葱郁，隐现人家
白墙青瓦，显得幽美沉静。“狗吠深巷
中，鸡鸣桑树颠”，记忆中的木城又总是
这样充满人间烟火，显得生机勃发。

“嘭，嘭，嘭——”，时有捣衣声溅进
树荫里，而四周红红白白的花仿佛仓促
地为之盛开。河流在暖阳下，忽而明亮
又忽而暗淡，似流逝无踪的光阴。

木城多老屋，老屋最特别的就是进
深，头上的小天窗往往会投射下一束亮
光，旁边的侧门有幽幽的光影，会让人
忆起曲曲折折的外婆人家，“摇啊摇，摇
到外婆桥”，那里有游子的魂牵梦绕。
低矮古檐，散着稻草竹箩，它自然素朴，

一棵白菜两个萝卜，像白石老人的水墨
画，回味久远。

木城有好多我熟悉的去处，有很多
能识草木的朋友。我喜欢跟随她们在
村园里东张西望，到处闲走。树林里特
别有趣，林荫旁往往活跃着覆盆子、浆
果、草莓和撑着伞的蒲公英。我最喜欢
灯笼草上挂着的小灯笼，又叫“姑娘果”。
那喜洋洋的小圆果，比拇指大一点，里面
有很多小籽。未成熟时味有点酸，成熟
后，在阳光照耀下光亮而透明，呈晶莹的
黄绿色。摘一颗灯笼果，脱去微皱的灯
笼衣，放嘴里嚼下去，还有股子与众不同
的清甜。后来看《本草纲目》，原来古人
早就赞扬它：“燕京野果名‘红姑娘’，外
垂降囊，中含赤子如珠，酸甘可食盈盈绕
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

夏天的午后，小伙伴们在竹园玩
耍，会编织草绳，在竹枝上快速搭建各
种简易的座椅躺椅。偶然抬头，会发现

青梢蛇从竹枝上悄然而下，仿佛绿色闪
电，受到惊吓，大家哇地嚷叫起来，它也
就嗖地游走了……有时也喜欢去村边
宽宽的河滩，碧绿的青苔下长满了胖胖
的螺蛳，滩石交接处常藏着乘凉的清水
螃蟹、肥肥的河鳝，捕捉它们，也颇能考
验自己的耐心和智力。有时端张板凳
静坐在青石河滩上，远望着眼前的小河
水闪亮流淌，久久地沉浸在冥想中，滟
滟随波，逝者如斯，似乎人也融化在那
无穷无尽的清凉的时光中……

在外教书多年，忙忙碌碌，内心总
是深藏着回乡的念头。“我回到故乡即
胜利。”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如是说。待
到期待成真，从容返回，极目四望，青黄
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村后的稻田变
为超市，彩色的广告醒目高悬。沥青覆
盖了草径，隔壁的老房子曾有燕影翩
翩，现在租住了异乡的生意人，他们的
孩子正眨着眼睛，诧异地注视着我。再

一次回到梦中的故乡，却发现故乡的面
貌化成了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
里的挥手别离”。

站在木城的院子里，望着苍劲的老
橘树，我忽然想起远走的外婆。

30年了，想起她小葱拌豆腐的清
香扑鼻，想起她锻炼身体时把关节练
得噼啪作响，想起她在寒冬中把我的
冻得麻木的脚放到心口，又想起她在
上海六楼的屡屡回望……生命中那些
温暖明亮的细节啊！那清癯的身影，
今天又安静地浮现在眼前。“玉户帘中
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不管人生
更替，穿越多少时空，那思念的月光，
依然恒久照拂。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
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
存。”只愿深情的人们，不被岁月裹挟，
留一份阳光婆娑的原乡回忆，体味生命
的本真，在风景变幻的路上，好好走着。

草木深处是故乡
■过新艳

共好书 赏

——读《统编版小学语文怎么教》有感

雪天里，母亲乌黑的头发上

粘着片片雪花

我一次次帮母亲轻轻拂下

那年夏天回家

猛然发现母亲的双鬓落满雪花

我还想帮母亲轻轻拂下

怎知那片片的雪花呀

浸湿了我的双眼

让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撷诗苑 英

母亲的雪花
■尚庆海

冬日的仪式感，在饮茶。
《茶经》中记载有一系列

的茶器，煎煮的有风炉、炭
笼、火筷和鍑等，焙碾的有
夹、纸囊和碾，贮盛的有瓢、
水方和熟盂等，洁茶的有漉
水囊、涤方和滓方……难怪
古人煮茶总能煮出安闲恬静
的心境，这一系列复杂、谨
慎、端庄的流程下来，窗外，
积雪已然过膝。

在古人看来，煮冬茶，雪
水为佳。《红楼梦》四十一回
中，妙玉为贾母等人煮茶，用
的是旧年蠲的雨水，为宝黛
宝钗煮茶用的则是经年的雪
水。雪自天上来，不染尘垢，
茶从大地生，内蕴清气。或
许，也只有雪的轻盈与明亮，
才能唤醒茶的高昂与清冽，
一口冬茶半寸雪，浑然不似
在人间。

爱好风雅的文人，自然
也不肯错过煮雪茶。“十二月
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梦人以
雪水烹小团茶，使美人歌以
饮。”苏轼的这场美梦，美得
让他都失去了诗人的自觉，
明明写下了回文诗，醒来后
只能想起一句“乱点余花唾
碧衫”，剩下的呢，在龙团茶
的余韵中凝成一口咏叹，对
着窗子吐出一个干净爽朗的
晴天。陆龟蒙更挑剔，“闲来
松间坐，看煮松上雪”，取来
松针上的雪，等它煮沸后再
放入茶末，不管口感中是否
会多出一抹松柏的韧劲，心
中已是平添几多遗世独立的
诗情野趣。所以陆游说：“建
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
小雪。”有了纷飞的雪，饮茶
之乐才得以圆满。

想来，冬日饮茶，饮的就是窗含西岭千秋
雪的平静。岁已暮，人已倦，开始喜欢空旷，开
始喜欢留白。把那些轰轰烈烈的纪念都煮出
琥珀色，把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都吹成茶沫，
此刻，只需要在拥挤的生活中端起一盏茶杯的
从容。万物不再挂于心，一个人就是一方天
地，涵养一方不必言说的精神，远离繁华，亲近
落寞，“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

据说，有人把一年中茶园最后一次的收成
叫作冬茶。相比于春茶的鲜爽、夏茶的苦涩、
秋茶的清淡，冬茶的香气会更加馥郁——为了
应对寒冷，茶会将大分子糖类物质水解为小分
子糖来提高细胞液的浓度，降低凝固点，防止
冻害加身。而此时昼夜温差加大，新芽生长转
慢，所含水分减少，让茶积累了不少芳香物质，
因此成就了冬茶“香高水甜”的名声。这多符
合冬日饮茶的心境！消化这一年中的风霜雨
雪，把岁月沉淀的苦涩一点点酝酿成世事洞明
的清香，纵使身体不曾超脱，灵魂已然透彻。

我有一好友，常年朝八晚十，但每逢冬天，
总会挑个日子，在家中煮茶，像倾听雨声般陶
醉在茶水的沸声里。“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
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
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明明是人在煮
茶，却像茶在煮着他的耳朵。从玻璃壶中倒出
茶汤，趁着微微的热气，把茶香含在口中。拉
上素白的窗帘，把手机调成静音，或是摆弄盆
栽，或是拨弄乐器，或是逗弄猫狗，让阳光在窗
台上安静地摇曳一个午后。

我也曾想过，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回
到老家，去林子里寻来未曾落地的积雪，比如
花瓣上的，或是竹叶间的。用勺子舀最中间的
一小块，装满一大碗，带回家，放入锅中，用柴
火煮沸以烹茶。

“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抬
头望，不知故园是否已经下雪？窗外，风一天
比一天凛冽，杯上，雾气始终袅袅，闲庭中，一
只白鹤正优雅地踏过松影。

随闲庭 笔

煮
雪
问
茶

■
仇
士
鹏

《统编版小学语文怎么教》
余映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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