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风落在一片叶上

风动了帘窗

一朵云下了山坡

在庄稼里行走

想遇见丰收和喜悦

一道岭上的花开

一个人行走的午后

在一片叶上寻找时间的漫流

手握一束风

听见崖上奔跑的石头

一株弯腰的稻穗

一滴酒的香稠

谁和谁一起离开的耕种

或在半夜里

顶着霓虹读着家书

说着屋前屋后的春秋

梦里半白的炊烟与灶台火

撷诗苑 英

听见风落在一片叶上（外一首）

■周天红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
版）》指出：语文核心素养包括文化自信、
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语言是
思维的载体，思维与语言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的基础，我们
只有夯实拔尖创新人才所必需的科学思
维、想象力、创造力，才能为新时代优秀人
才的培养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学科领军教师
培养对象、2021年“苏教名家”培养工程培
养对象、正高级教师吴敏敏校长带领团队
教师，致力于思维培养，着力打造小学语
文思维课堂，凝练形成《指向思维发
展——小学语文结构化教学实践研究》这
一闪烁思维火花的著作。它是一本兼具
浅入深出与深入浅出的基础教育读物，书

中关于思维的前瞻性研究观点，对广大一
线教师的小学语文学科教育工作有诸多
启示。

聚焦思维发展，构建教学结构。本书
论述了思维培养、目标细化和过程评价在
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构建了课前借用问题情境引发思维冲突，
课中抓住核心关键搭建思维台阶，课后关
注表达运用实现思维迁移的递进式教学
结构，打造了开放、灵动、自由、舒展的具
有思维力度的课堂，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
养提供了有力保障。

剖析教学现状，探索创新路径。本书
站在一线教师的角度，引入“图式”概念，
借助思维导图，以具有操作性的案例详细
剖析了如何在“梳理课文内容、指导生字
教学、搭建习作框架、总结单元知识、潜心
古诗词学习”这 5个板块帮助学生构建知
识体系，这些图像记忆形式充分体现了吴
敏敏校长在一线教学中的辛勤探索，为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供了可行路径。

整合课程资源，培养思维品质。本书
是关于小学语文学科如何结构化地进
行思维教学的实践研究，以“4C”主题式
整合教学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与解决
问题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创新与想
象能力、合作与责任担当能力为目标，
通过学科中、学科间、学科外的“3D”主
题单元的多角度推进，突出学科间的相
互交叉与融通，打造适合小学全学段的
科普阅读、科幻体验、科创表达的“3S”
课型，从而达成了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
目的。在此过程中，本书进一步明晰了
课程资源的整合方向，为实现从知识到
思维、从思维到素养的课程变革指明了
实施路径。

挖掘知识关联，提升语文素养。培养

思维是课堂教学的着力点，本书立足课
堂实践，将知识与素养的关联、思维的迁
移与运用讲明白、说透彻。在诸多丰富
的课堂教学案例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了
如何以情景运用促思维灵动、以合作交
流启思维火花、以口语交际活思维脉络、
以创意表达展思维风采，以教育叙事的
方式整理了思维课堂样态，为读者提供
在课堂中加强思维训练的实施路径，契
合素质教育理念。

推动教学改革，引领教育走向。《指向
思维发展——小学语文结构化教学实践
研究》不仅是撬动思维课堂的一个起点，
更是撬动教学改革的一个支点。它将思
维之花播撒在教师心中，使得教师进一
步细化课堂目标、提高课堂质量、关注课
堂过程、重视课堂延伸，响应“以生为本”
的理念；它将思维之花播撒在学生心中，
使得学生在阅读与鉴赏、想象与联想、表
达与创作等学科实践中逐步形成直觉思
维、形象思维、创造思维；它将思维之花
播撒在课堂中，使得小学课堂润泽心灵、
灵动思维、教学相长、迸发智慧；它更将
思维之花播撒在教育这片沃土上，使得
教育沃土上的园丁不断培育具备创新思
维的学子。

我认为，《指向思维发展——小学语
文结构化教学实践研究》是一部致力于小
学语文思维课堂深度发展的力作。它理
性建构了思维课堂样式，辛勤深耕于思维
课堂实践，为一线教师提供了思维课堂案
例，为学生实现思维发展提供了教学资
源。我深信，这本书一定会在思维课堂的
打造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素养在课堂生长
贡献力量。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
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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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指向思维发展——小学语文结构化教学实践研究》有感

《指向思维发展——
小学语文结构化教学实践研究》

吴敏敏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让课堂绽放思维之花

■倪娟

共好书 赏

火心灵 花

清晨 5点，我正在绿萝掩
映的窗前，对着电脑修改文
稿，楼下煎饼摊儿炉灶的第一
口黑烟，就呛进了窗口。抬手
想摔鼠标的瞬间，突然想起上
周在菜市场见过的场面——
卖海鲜的老张被活虾溅了一
身水，却慢悠悠捧起保温杯：

“虾老弟跳得越欢，说明越新
鲜嘛。”我会心一笑，关上窗户
继续码字。

朋友总说我家绿萝长势
惊人，殊不知这是和情绪较劲
的战利品。那年工作不顺，我
心怀忐忑，对着客厅快要枯死
的绿萝发狠：“你要是再掉叶
子，我就……”话音未落，最后
一片黄叶打着旋儿飘零，像是
特地噎我。后来把它移到阳
台上，和颜悦色地给它浇水施
肥，绿萝渐渐有了活气儿。如
今，已嚣张地爬了半面防
盗网。

早高峰的公交车，像大型
的情绪培养皿。那天遇见一
个穿碎花裙的姑娘，高跟鞋被
踩掉后竟掏出一双备用拖鞋：

“早知道该穿这双战靴。”周围
绷紧的脸突然松动，有人主动

让出扶杆给她倚靠换鞋。原
来情绪会传染，比流行感冒
还快。

办公室新来的实习生小
林堪称“情绪调色师”。某次
客户指着方案说：“我要的是
凡·高的向日葵，你们给的是
儿童简笔画！”小林不慌不忙
打开投影：“这片花瓣儿藏着
16种黄，像不像您上次说的
市场细分？”当客户凑近屏幕
时，暴风雨已化作了彩虹。

茶水间深处藏着情绪急
救箱。王哥的降压药，李姐的
佛珠串，我的秘密武器是半包
跳跳糖……含上两颗，焦躁就
在舌尖炸成烟花。有次撞见
领导吃跳跳糖，他笑着解释：

“吃糖比发火更环保健康。”
菜市场才是修炼情绪的

道场。卖豆腐的孙姨永远笑
眼弯弯，有回暴风雨掀翻了摊
位，她支起塑料布继续叫卖：

“豆腐脑儿，冷面汤，好吃还败
火！”相邻肉铺的老赵抡着砍
刀剁排骨，嘴里哼着《甜蜜
蜜》，案板震动的节奏居然恰
好卡点儿。

我家楼下修车铺陈师傅

有绝活儿。客人急着催单时，
他就递过扳手：“要不您亲自
试试？”客人摆弄两下就泄了
气，开始体谅那些拧不上的螺
丝。有回一个小伙子真修好
了，陈师傅拍着车座儿大笑：

“得嘞，今儿白赚个徒弟！”
深夜煮泡面是情绪过山

车的缓冲带。水将沸未沸时
最妙，看面饼在漩涡里舒展，
像拆解一团乱麻。某次加蛋
时弄散了蛋液，蛋黄在面汤里
晕染出霞彩，忽然想起《小王
子》里说的仪式感，便郑重其
事地撒了把葱花儿。

夜市炒粉摊儿的老板娘
深谙情绪炼金术。有人拍着
桌子，要“多放辣”，她舀起一
勺辣椒晃了晃，“这勺下去，明
早马桶要起义。”满座哄笑中，
那人自己拿过勺子减半。铁
锅腾起的烟火里，脾气炒成了
香气。

现在阳台上那盆绿萝又
开始不安分，藤蔓悄悄探进书
房。我摘下一片叶子夹进书
里，也是上好的书签。其实情
绪像只猫，你越追它越跳，不
追反倒很乖巧。

情绪像只猫
■刘志坚

偶然间读到的一则“冲突”引发了
我的思考，因为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3个小朋友在益智区玩棋类游
戏，其中一个小朋友坚持要按照象棋
的规则来摆放棋子，另外两个小朋友
觉得只要能吃掉对方的棋子就可以随
意走动。孩子理解游戏规则时产生了
分歧，并发生了争执，导致了游戏的
混乱。

此时，教师难免会出现这样的困
惑：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尊重幼
儿游戏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又能让他
们在游戏中遵守规则、养成一定的规
则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需要
介入吗？要怎么介入？

我想，我们需要厘清两个问题。
一是孩子在游戏过程中是否有学

习发生？肯定是有的。游戏本身就是
一种学习的方式，是儿童探索世界、认
识自我、积累经验的重要途径。儿童
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学习自然发
生。在游戏过程中，儿童与周围环境
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学习的体现。他
们通过观察、模仿、尝试和反思，不断
构建和完善自己的认知体系，实现知
识的内化与能力的提升。

二是孩子是否得到了发展？要回
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关注孩子的
兴趣点、游戏水平以及他们与同伴的
互动情况。孩子的兴趣点是他们内在
动力的源泉，也是他们选择游戏类型
和内容的依据。通过观察孩子在游戏
中的表现，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兴趣
所在，进而为孩子提供更符合其兴趣
和发展需求的游戏资源。

同时，游戏水平也是衡量孩子发
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孩子在游戏中的
表现，如策略运用、问题解决能力、合
作与分享精神等，都反映了他们当前
的发展水平。在象棋游戏中，几个孩

子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存在差异，互动
不够顺畅，甚至产生冲突，并不意味着
孩子们没有得到发展，他们正在通过
尝试、协商和调整，逐步适应和理解不
同的游戏规则，从而提升自己的规则
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

作为幼儿游戏的支持者、引导者、
观察者和陪伴者，教师可以努力做到
以下几点。

慢一点：“争执”不等于“打架”。
在孩子的世界里，争执往往是一种特
殊的沟通方式，是他们探索自我、学习
协商与妥协的宝贵机会。当孩子发生
争执时，我们不妨放慢脚步，给予他们
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同时理解他们争
执背后的真正意图，鼓励他们在争执
中学会倾听、理解和尊重。

准一点：把握时机，有效介入。在
幼儿游戏中，教师的介入时机至关重
要。我们需要精准判断何时应该介
入，何时应该保持观望，以确保介入的
有效性。介入时，我们的指导应该是
适时且恰当的，能够引导学生深入游
戏，促进幼儿逻辑思维的发展，推动他
们认知能力的提升。

久一点：观察解读，持续推进。观
察是理解幼儿游戏的关键。我们需要
长时间、持续地观察孩子们在游戏中
的表现，解读他们行为背后的意义，不
断提出疑问以激发他们的思考。游戏
后的分享和集体活动探讨可以为孩子
们提供反思和总结的机会。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应该不断完善游戏评价，同
时引导孩子正视游戏中的失败，引导
他们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培养坚韧不
拔的精神。

如果教师努力做到这些，规则与
自主、遵循与创造，便不再是不可调和
的两难选择，而是可以和谐共生的美
好状态。

“规则”与“创造”并不两难
■马若男

看园丁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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