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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读写之门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第二实验小学淮海校区 陈冬梅

2021年秋学期，“双减”政策全
面落地。作为三年级语文教师，我
不禁思考：小学三年级语文学科如
何打通课内课外，实现减负提质？
如果抓住“读写”这个关键环节，也
许可以走出一条新路。经过摸底我
发现，孩子们刚开始学写作文，让他
们写出一段通顺的文字来已十分不
易，更别说达到其他要求。

经过反复斟酌后，我决定开启
新的尝试，通过“表扬”和“发表”这
两种手段，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表扬，可以通过认真观察，找到每个
生命的“闪光点”。发表，在这个自
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完全可以在
互联网上“实现”。

我告诉孩子们：“老师已经在微
信公众号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小
作家在生长，只要你们愿意写，哪怕
写一个令人满意的句子，我就给你
们发表，让更多人看到你的生花妙
笔。”这一下，孩子们的眼睛亮了，他
们的表现欲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

约定：把美的发现写出来、发出来

我和孩子们约定，只要是我的
课后服务时间，所有人都可以去窗
外的大千世界，把“精彩”带回来：他
们有的凝视着窗外发呆，有的站到
桂花树下闻花香，有的爬到香橼树
上触摸金黄的果实，有的蹲下身子
凝视草地里的虫子。

一名学生下课后抱着一棵树闻
了起来，后来他写道：“这棵树样子
还挺古怪的，它不像其他的树笔直
笔直的，而是弯弯的，像一个没有吃
饱的月亮。我蹲了下来，看见了正
在搬运食物的蚯蚓。蚯蚓蠕动着身
体，挺像在闹脾气呢！”孩子果然是
天生的诗人、作家。

九月，正是秋虫活跃的时候。
孩子们的日记成了秋虫嘉年华：“我
发现两只蚂蚁撞在了一起，顿时，它
们眼冒金星，好一会才爬起来继续
搬食物……”“上课时，有一只蚊子
哼着小曲在我的脚边‘嗯嗯嗯，嗯嗯
嗯……’可是我在上课啊！那小曲
声，让我心里很不欢。”

孩子们的表达力、想象力出乎
我的意料。我将这些稚嫩的语言，

“发表”在公众号上，转发到家长群。
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看到自己
的文字发表了，都自豪不已。

家长们看到自己孩子的作品被
“发表”，纷纷在朋友圈转发。原来，
不是孩子们不喜欢写作，是我们没
有找到打开他们兴趣之门的钥匙。

点评：拿着“放大镜”去找亮点

在编辑孩子们的习作时，孩子
们的生活遇见、内心波澜也激起了
我的表达欲望：我要给每个孩子头
脑里“生长”出来的语言反馈我的体
悟。于是，我拿着“放大镜”去看每
个孩子的习作，哪怕只有一个好词、
好句，就用“夸张”的笔法送上我的
点评，好文章都是被“表扬”出来的。

学生江弈辰搞混了风信子和洋
葱，写了一篇《“洋葱”》，文中通篇在
与花叶对话，很有诗人的情思。一
天，每次习作只有只言片语的学生承
阳写了一篇关于老爷爷的长文，一个
孩子听了我的朗读后检举“他是抄
的”。承阳昂着头说：“我没有抄，只
是模仿。”我知道，他需要别人看到
他。当天晚上，我还是将承阳的这篇
习作发到公众号，并点评：哪怕只是
路人，进入了你的眼里，你凝视了他，
老人脸上的斑“回应”了你，也足以让
你的笔端起舞。说来也神奇，这个孩
子从此上语文课总是兴奋回应我，大
声朗读，响亮发表自己的想法。

在公众号里点评，成了我和孩
子们灵魂对话的独特方式。到目前
为止，我已经在公众号先后 50多次
推出学生习作集，孩子们发表了 600
多篇长长短短的小习作，我也点评
了 600多次。 他们不停地写，我不

断地点评、推送，一切都在向着美好
迅速生长……

收获：“小作家”们在生长

我发现自从开始“发表”孩子的
习作之后，我和我的孩子有些不一
样了。

因为养成了读写习惯，不少孩
子行为习惯得到了改变。瑶同学因
为所写的 3句话“发表”后得到了大
家的认可，改掉了上课交头接耳的
习惯。平时喜欢课间打闹的辰同
学，现在经常站在窗台边向外凝视。
他说：“我只要盯着那棵红树，就有
一篇日记了。”最近一段时间，他的
习作几乎天天被推出。

持续的写作，让孩子们的阅读
兴趣愈发浓厚。每天午读，我坚持
用镜头捕捉沉浸式读书图。学生吴
雅清在日记中说：午读时间结束，老
师叫停的时候，全班一阵“哎——”，
同学们极不情愿地收起书。

最近一期公众号“小作家在生
长”专栏发表了 23位孩子的习作，李
正浩在 681字的长文里说：“陈老师，
您每天看那么多书，写那么长的文，
上那么多的课，站那么久……难道
您不会疲倦吗？我猜是因为书里藏
着一杯杯咖啡，被您的眼睛饮下，并
且只有爱读书，读得懂书的人才会
有这种感觉。”这简直就是一个小思

想家的智慧箴言啊。
我坚持点评的方式，让越来越

多的学生渐渐对我产生了依恋和信
任。一天中午值班，学生梓翊贴近
了我的耳旁：“老师，我想跟你说一
件事。你可以还像以前一样看我
吗？”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在为年
级测试卷上因作文写了诗歌被扣掉
20分而不安。我对他说：“放心，不
会影响我对你专注和灵气的欣赏。”
公众号推送的习作，梓翊几乎每次
都露脸。我生怕因为一次考分，让
一个“诗人”被耽误了。还好他鼓起
勇气来对我“表白”，我才有机会善
意地回应、安抚一个慌乱的小心灵。
梓翊情不自已，送我一文：

赠吾师
初见吾师，美而善，吾悦。然吾

羞于言表，未敢询问。而今，师传道、
授业、解惑也。吾喜文，善观书。人皆
存己爱之师，而吾独爱吾师冬梅也。

写着写着我开始思考：孩子们
的作品是否已经达到可以真正发表
的水平？于是我尝试向《泰州晚报》
投稿，没想到一个学期的功夫，竟有
20多个孩子的文章陆续见报了。

“表扬”“发表”这两个“表”，让
每一个孩子蓬勃生长的生命状态被
看见，让每个孩子由写作爱上阅读，
读写共生，在读写的世界里开出属
于自己的思想之花。

与新教育相识后，“过一种幸福
完整的教育生活”成为我前行的航
向，师生共写随笔更是让我与孩子
们一起踏上了幸福的教育之旅，走
向共同的远方。

师生日记，开启教育幸福

从家长的手中接过孩子们的第
一天，我从家长们的脸上读出了深
切的不舍与担忧，也深感肩上责任
重大。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也面
临诸多的问题：如何让家长放心地
把孩子送进我的班级，如何让这群
刚入学的孩子感受到上学的快乐？
我苦苦思索着。

“一个真正的教师，应该让学
生，也让自己，在跨越重重困难以及
怀疑之后，仍然能够建立起对于世
界，对于人类，对于自我，对于存在
的根本信任乃至信念。”朱永新教授
的话一次次在我脑海里闪现，而我
的教育信念，便是让教育成为孩子
生命中最幸福的一部分。怀着这样
的期待，我开始了新教育“十大行
动”中的师生共写随笔行动，我希望
能用爱去点燃更多的爱，用我的教
育幸福，带给孩子们幸福。

刚开学，我每天用心记录孩子
们在学校的情况，并拍摄照片和视
频，以班级日记的形式发送到班级
群中，有时是孩子们的在校表现，有
时是针对刚入学的孩子们的一些小
建议，对家长们的疑惑进行解答等。
对于刚把孩子送入学校的家长们来
说，这就像是一颗定心丸，“我们每
天都把照片放大，看到他在学校好
好的就放心了！”家长们充满了感
激，也认可了我对孩子们的付出，我
也收获了家长们的信任。打那以
后，班级里的大小事务，都有家长们
忙碌的身影。

“你们想不想跟老师一样，通过
视频把学校的生活分享给爸爸妈妈
呀？”“想！”孩子们期待不已。即使
是孩子们“错乱不清”的“流水账”，

也给了我们无限的惊喜与欢乐。小
小的他们用稚嫩的语言描述着自己
精彩的校园生活，常常让人忍俊不
禁，我也从这些“流水账”中理清了
很多“糊涂账”，家长们也不再焦虑。
孩子们成长的脚步或许踉跄，但却
异常坚定地跟随着时间向前。

班级周记，记录点滴温暖

进入三年级，课业内容较以前有
所增加，我们把说写日记改为说写周
记。每周五晚上，我们静下心来进行
思考，回想这一周以来遇到的开心或
难过的事，有哪些难忘的瞬间。曾经
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偏爱记录班级中
的“好人好事”：有同学帮我拿了水
杯、有人今天帮我搬了凳子……虽然
都是一些很细微的事，但是那份温暖
却被他们深深记在心底。

在他们的周记中，我也看到了
他们成长的烦恼：老师带我们去拍
球的时间少了，作业比一二年级时
多了……得知孩子们的心声，我和
家长们不断调整自己，积极采取行
动去弥补：开展团体小游戏活跃班
级氛围，利用假期带孩子们亲近自
然……就这样，我们一直关注孩子
们的所思所想，不让他们无处倾诉、

走向孤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
话，我们始终在听。

漂流日记，叩开彼此心门

四年级分班了，新的班级，新的
孩子，我该如何让孩子们在新班级
继续收获美好与幸福呢？

在我愁眉不展之际，漂流日记走
进了我们的生活，在日记中，孩子们
记录了新班级的快乐生活。最精彩
的，莫过于一些对精彩课堂片段的记
录：今天的体育课，我们太开心了，个
个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语文课上，我
终于自己举手回答了一个问题，老师
表扬了我……透过他们的文字，我感
受到了他们对新老师深深的喜爱，对
新班级的认可。每当这时，我都会忍
不住拿起笔来点评，给孩子们作出回
应。我们还在每篇日记下面，为家长
留下了评论的空间，让他们也参与到
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中。家长们纷纷
留言：孩子能够有这样幸福的班级，
我们放心多了，感恩老师们的付出。
透过一篇篇日记，我们的教育幸福从
学校向家庭传递。

纸短情长，共享教育幸福

我的教室有一个精美的小信箱，

那是我与孩子们的“情感基地”，我们
可以随时以书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即
使是再羞涩、腼腆的孩子，都有了尽
情倾诉的机会。他们向我表达他们
的爱：“赵老师，谢谢您成为我们的老
师，祝您天天开心！”向我倾诉自己的

“小烦恼”：“老师，我总是忘带东西怎
么办？”向我求助：“老师，我爸爸明天
要去出差了，要去一年的时间，我觉
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每当我忙于工作，无暇与孩子
们深入交流时，书信便成了我们最
好的情感纽带，让我洞悉孩子们的
小小心思。我也会给他们回信，送
上我的建议。“老师，感谢您百忙中
给孩子写信开导他，今天孩子去机
场送爸爸的时候，紧紧地把您的回
信攥在手里，他让我不要担心，他会
成为我的好助手的。”看着孩子妈妈
发来的信息，我也放心了很多。

时光匆匆而过，我们的共写也
结出了累累硕果：我与孩子们每人
积累了 200多篇共写日记、周记等，
并在家长的帮助下整理成册，记录下
我们共同的成长。孩子们日益灿烂
的笑脸，家长们对班级全力的支持
与信任，信箱里的“悄悄话”，都让我
们深深感受到了教育生活的幸福与
满足。我们也获得了一些额外的鼓
励——班级在学校活动中多次获得
表彰，还被潍坊市教体局表彰为集
体三星章中队；我们部分随笔被改
编成小短剧拍摄并获奖。

正如新教育人所坚信的那样——
只有爱，才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只
有爱，才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只
有爱，才能享受到人生的真谛；只有
爱，才能感受到人类的伟大；只有
爱，才能赢得爱！总有一束光，将我
们的生命照亮，班级共写便是我们
教室那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每一个
老师、孩子幸福的面庞。我愿与我
们的孩子继续在共写这条路上前
行，一路欢歌，一路幸福。通往教育
幸福的路上，我们一直在坚持……

笔尖流泻的教育幸福
■山东省诸城市第一小学 赵丽园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雪”，2020—2021学年，我和山西绛县大
交中心校贺水小学六（1）班的孩子们穿
越了四季的芬芳，共同书写了我们的生
命故事。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东贺水村的村
头，我们的班级由 12名可爱的孩子组
成。他们或开朗活泼，或文静秀气，或沉
稳内敛，或风趣幽默。

从教十余年来，我一直鼓励学生坚
持记日记。2020年暑假，我阅读了大量
的新教育书籍后，结合新教育的“师生共
写随笔”活动，制定了这样的计划：师生
共写随笔——“我手写我心”，分四个季
节，每日一主题，记录我和孩子们的心路
历程；利用班级的四面墙，设计“秋实、冬
藏、春韵、夏曲”四个主题，记录班级日常。

秋实——我们的说与写

金秋九月，当我给孩子们介绍师生
共写随笔活动时，孩子们流露出期待的
目光。带着新奇，我们上路了！

刚开始，孩子们的随笔时有内容空
洞。反思之后，我意识到这是孩子们的
生活内容不丰富所致。我带领孩子们走
遍校园，让他们在各种情境中进行说话
练习，尝试表达的乐趣。比起提笔书写，
这可容易多了！他们争先恐后地用童心
去感受生活，用童言去描绘生活，然后记
录到随笔本上。

学生张馨旭描写大树的语言让我记
忆犹新：“教学楼前有两棵大树，一棵高
大威猛，就像树爷爷似的；一棵小巧玲
珑，就像树孙子。树爷爷每天遥望着树
孙子，就像我爷爷守护着我一样。”展示
课上，我们对他有趣、形象又感人的语言
报以热烈的掌声。

时机成熟后，我让孩子们从随笔本
上摘抄自己最满意的一段，粘贴到“秋
实”墙面的两侧。我们捡了形状各异的
树叶，制作了树叶粘贴画。当一个个精
彩不已的段落出现在“秋实”墙面上时，
我们露出会心的微笑。

冬藏——我们的读与写

冬日，养精蓄锐，以待来年花开。我们制作了琳琅满目
的“读书卡”，将“冬藏”墙面装饰一新。

当时，我们的共读书目是高尔基的《童年》。《童年》字里行
间流露出的坚强不屈深深感染着我们。学生王硕的读后感想
这样写：“阿廖沙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坚强、正直、乐观地
成长，我们的生活条件如此好，有什么理由说自己不可以？”这
是一个注意力不太集中的孩子，但是，我从这句话中窥到了他
强大的内心世界。我在课堂上对他大加赞赏，表扬他对作品
理解之深刻，那时，我看到了孩子眼中闪亮的光里透着些害
羞。那以后，王硕的学习状态有了明显好转。

后来，他的随笔本上又见这样的话语：“我奔跑在田野上，
树木伸出枝丫挡住我前行的脚步，小草把头扭到一边不愿看
我，就连路边的一堵墙都黑着脸，仿佛在嘲笑我。”哈，读着读着
我又乐了。这孩子真是领悟到“通过身边事物表达心情”这一
写法的精髓了。我又一次表扬了他，并把他的随笔当成范文
在班里朗读。这一次，他眼里闪烁的光只有自信。

“课堂应该是学生生活和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
未来生活技能的操练场。”我想，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习作水
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生命中的光……

春韵——我们的读诗与作诗

春日，在书籍的引领下，我和孩子们积累了有关春天的
古诗词，朗读了有关春天的散文诗。万千诗词在胸中，不吐
不快。诗来了！

在“我手写我心”随笔本上，我们自由创作了小诗；在春
光明媚的校园里，我们接龙朗读了自己的小诗；在充满诗情
画意的六（1）班教室里，我们用小诗将“春韵”墙面装点得五
彩缤纷。

带领孩子们备战古诗词大赛的情景仿佛还在昨天。我和
孩子们共同背默古诗，领悟古诗的意境及感情，将诗句巧妙运
用到自己的随笔中。腹有诗书气自华，功夫不负有心人。学
生冯超获得绛县第三届古诗词大赛一等奖，张伟祺获得三等
奖，我被授予“优秀辅导老师”称号。

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有坚持才有奇迹。新教育实验
的箴言，我一直铭记于心头，落实在笔头。

夏曲——我们的毕业季

小荷才露尖尖角，夏天的热烈在这里绽放，“夏曲”墙面
被我们粘贴得满满当当。

六一随笔。学生张伟祺的六一随笔首段令人泪目：“不
知不觉中我们迎来了最后一个儿童节。期待了好久，它静
悄悄地来，我们热热闹闹地送走了它。我们每个人通过自
己的行动创造着生活的美。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
我们都能享受属于自己生命的乐趣。”我想，孩子成长了，他
品尝到了离别的涩与甜。

留言册，师赠言。6月，毕业留言册在班里漂流。我们
将创作的“阵地”转至留言册上来。一段段满载着爱意的赠
言，跳跃在孩子们的留言册上。

给孩子们的一封信。毕业联欢会上，望着“秋实、冬
藏、春韵、夏曲”四个墙面，望着桌前满满 4本“我手写我心”
随笔本，我们心中感慨万分。随笔本上，我们和心灵对话；
教室里，我们和梦想共舞。我为孩子们书写并朗读了一封
信，万千嘱咐尽在这一封信中。虽然提前一次次地告诉自己
控制好感情，但是，前功尽弃。伤感在心底慢慢上升，氤氲成
水汽。第一段没有读完，泪水便开始流淌，孩子们也听得泪流
满面。这条共读共写的路留下了太多太多我们共同的成长、
共同的回忆。

“教育永远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在永无止境的探寻中
构建自我，在永不停步的发展中壮大自我。”回首和新教育结
伴同行的 2020—2021学年，我静心陪伴孩子们成长，感受到
了生命拔节的勃勃生机。我们贺水小学六（1）班的师生眼中
闪光，心中有爱，笔下留情，孩子们的语文素养一路提升。
2021年 9月，在县小学教学质量分析会上，贺水小学被授予

“教学质量先进学校”，我被评为“教学成绩优秀教师”，获得
了校领导、同事、家长的一致好评。

真正的美好来自于全身心投入对目标的追求中。愿留
清白于心间，愿予清香于对方。新教育的征途上，我将继续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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