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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君语文创新教学十一讲》

书4 人文4 香
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18岁那年，我在省城一所中专读书。暑假
到了，没有回家的路费，我和另外 4个同样家境
贫寒的同学留下来，一起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
勤工俭学，赚取下学期的学费。

领班的是何老师，他一家三口都住在校园
里，为人和蔼。说是护校值班，其实根本没给我
们安排具体任务，只要待在校园里、不随便往外
跑就行。因此，我们留校的主要任务只有一
项——打暑期工。

放假前，何老师联系教务处帮我们找了份
绘制教学挂图的兼职。接到任务后，大家都很
兴奋，虽然有一定挑战性，但我们学过制图，完
成起来不算太难。具体流程是：以教科书插图
为原图，每人挑选二十幅，按比例放大后，用彩
色颜料将原图标注并绘制在新买的挂图纸上。
其中，难度最高的一幅是大型联合收割机结构
图，因结构复杂、零部件繁多，我便主动承担了
下来。

从何老师处领了颜料、排笔和绘图纸后，我
开始练习。头回用排笔，总有些手生，画出的线
条要么粗细不匀，要么弯弯曲曲像蛇游，要么颜
色斑驳，完全达不到挂图的要求。我干脆找来
一堆旧报纸，又买了一瓶墨汁兑水调和，专门练
画线条。画粗直线相对简单，把排笔竖直握持，
紧贴直尺边缘，均匀发力，一口气拉到底。画稍
细的直线时，将排笔与直尺保持一个固定倾斜
角，慢慢延伸向前。最难的还是曲线，既不能偏
斜也不能抖动，全凭腕力控制。连着练了好几
天，胳膊肘、肩胛骨、手腕都酸得发麻，吃饭端碗
时手止不住地打颤。

练得差不多了，我便用图钉把挂图四角按
在绘图板上，开始勾画。那时候没有比例尺，我
们便先丈量书本插图与待绘挂图的尺寸，用铅
笔标出主要零件的大概位置，再用铅笔按比例
轻轻勾出轮廓线条，完成整体构图后，最后用排
笔着色描绘。那些机械结构图、零件装配图都
极为复杂，单是标注的零件就有二三十个。我
弓着身子趴在图板上，不敢有半分怠慢，生怕一
笔出错便前功尽弃——浪费图纸不说，这钱还
报不了销。要知道每张图纸 3角钱，那可是我一
天的伙食费。

那年的夏天尤为炎热，寝室里连电风扇都
没有，更别提空调了。热了，就抓一本书当扇
子，或者拧条湿毛巾擦擦汗。快开学了，我还有
两幅图没画完，只得晚上加班。白炽灯下，蚊虫
嗡嗡盘旋，我一边挥手驱赶蚊虫，一边作画，不
一会，身上被叮出几个大包，痒得钻心，用手去
抓时，手上、脸上、胳膊上沾染了五颜六色的颜
料，照照镜子，活脱脱一只花脸猫。

暑假结束，结算打工收入，那张最复杂的联
合收割机挂图，校方多付了我 1元报酬。领着第
一次打工挣来的钱，我又激动又欢喜。我将护
校值班的钱缴了学费，而绘图挣来的 21元则藏
在箱底。直到年底听闻外婆病逝、家人四处筹
钱的消息，才将它全部汇给 250公里外的乡下
老家。

四十多年后校友聚会，我才得知当年寒暑
假，学校门卫原本就是二十四小时值守，并不需
要安排学生参与护校值班。学校每年打着“护
校值班”的名义留人，实则是为了让寒门学子能
安心勤工俭学，免费在食堂用餐；至于教学挂
图，从新华书店订购不仅比我们自己绘制得更
便宜，还更加精美。听到这些往事，聚会的校友
们都沉默了，许久没人说话。

行人生 板

善意的“暑期工”
■疏泽民

一口气读完《王君语文创新教学
十一讲》，醍醐灌顶之感油然而生。这
不仅是一本语文课堂教学著作，更是
一位教育行者用热爱与坚守镌刻的成
长路标。这路标如明灯，指引着我穿
透语文教育的重重迷雾。

在王君的语文教学中，那些奇思
妙想的课堂构思、发人深省的深度追
问、力透纸背的文字表达，让我看到一
位开辟自我教育天地的英勇骑士，一
位对课堂心怀敬畏的语文拓荒者。

王君的青春语文课堂常以语用与
精神的双向价值开掘为学习根基，这
与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
特点高度契合。她反复强调，教师应
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积累语言文字，既
提升学生的言语表达与运用能力，又
滋养审美意识、提升思辨能力，最终让
他们在语言文字的深度品悟中实现

“见自我、见天地、见众生”。
王君的课堂总有巧思：把文本改

编成青春心理剧，让鲁迅与周杰伦展
开深度对话，带学生走进春日美丽的
校园……这些设计并非哗众取宠的作
秀，而是源于一位教师对文本特质的
深刻把握——语文从来都不是课本里
躺着的静态知识，而是流淌在古今中
外优秀文学作品中的新鲜血液。当不
少老师还在为“这一段运用了什么修

辞，写出了什么内容，表达了什么情
感”急得声嘶力竭时，王君已带着学生
穿透文字表层，直抵作者思想情感的
脉搏，领悟文字背后的深刻内涵。

王君的文本解读能力极强，她将
文本特质划分为语用型、思辨型、写作
型、跳板型等七种类型，与“新课标”强
调的语文学习七大任务群形成呼应。
以具体课例来看，《风雨》一课通过语
用型文本阅读，有效提升学生的言语
运用能力；《松鼠》的思辨型阅读与《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诵读型阅读，则
分别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与经
典回忆性散文的鉴赏水平；而《社戏》
的写作型阅读实践，更系统地为学生
提供“如何写活熟悉的人”的方法指
导。这些分类体系不仅为教师教学提
供清晰的参考框架，更以科学的路径
指引着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
方向。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王君高度重
视整本书阅读的衔接教学，通过研发
跳板型文本，巧妙打通课堂精读与整
本书阅读的通道。如《小王子》教学
中，她以“小王子”为媒介，引导学生逐
步领悟“信达优雅”实为做人的高阶准
则。这类教学方法不仅拓展了语文学
习的实践场域，更通过多学科知识的
有机融合强化思维训练，为学生塑造

正确的“三观”注入强劲动力。
在多媒体技术备受追捧的年代，

王君对教育技术的运用保持清醒的认
知。她既熟练借助多媒体、网络平台
等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学，又始终坚
守“技术为内容服务”的原则，让技术
真正服务于课堂效率的提升，而非本
末倒置、舍本逐末。我曾听过王君执
教《诗经》二首，她不仅引导学生借助
数据库研究植物意象，更带着他们亲
手采撷荇菜，感受“参差荇菜，左右流
之”的鲜活意境；既用动画生动演示

“赋比兴”手法，又组织学生创作带有
乡土气息的现代民歌。这种“高教育
技术”与“深语文素养”的有机融合，突
破了人们对创新课堂的认知局限。王
君的实践启示我们：当AI技术汹涌而
来时，真正不可替代的，恰恰是教师的
人文情怀与心灵守望。

王君在“十一讲”中警醒我们：创
新并非推倒重来的革命，而是基于现
有教材的创造性使用——跨学科融合
未必需要设计宏大项目，不妨从单篇
课文的多元解读起步，引导学生读透
文本、理解作者、感知文字魅力；学生
主体性学习不仅体现在课堂表面的热
闹，更在于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实现思维参与的深度开掘。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此前与王君

的一段对话。“你怎么老捡到钱？我为
什么捡不到？”——看见王君捡到钱后
分享至朋友圈里的截图，我颇感好奇
便私信追问。“因为我喜欢低头探路，
而你总爱抬头看天！”妙啊！“低头探
路”四字瞬间照亮了我曾困在黑暗里
的迷茫。我忽然懂了：教育本就该沉
下心来，“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在自
己的方寸之地精耕细作，待时机成熟，
自会水到渠成。

温风至，小暑来，天气渐热，夏日正式
拉开帷幕。

记得儿时，天微微亮，村头的土灶便
腾起烟火气。每到小暑，村民们暂且放下
其他农活，围着灶膛忙碌起来，倒像过节
似的。我只顾玩耍，一见炊烟飘起，便知
道开饭时候到了，且今日定有难得的
美味。

处理黄鳝挺麻烦，非得父亲出马。他
用手指紧紧掐住黄鳝滑不溜秋的身子，一
番剪洗后洗净切成片。滋啦一声下锅，翻
炒几下便出锅装盘，香气扑鼻。送入口
中，肉质嫩滑，越吃越带劲，好在烧得够
多，不然得望着空盘叹气。看我狼吞虎咽
的模样，长辈们微微含笑，父亲总叫我慢
些吃，念叨“多着呢”。他总说：“小暑的黄
鳝赛人参。”我听着这话，更理直气壮地大
快朵颐，这黄鳝既能补身子，又能祛暑热，
吃着还能图个日子更美满的彩头。

莲藕还没切片，我就偷吃了一节，嫩
脆微甜，倒像是什么上等的零食。母亲将
莲藕切成薄片，加入油盐和剁椒，入口脆
甜清爽，好似吃了一口冰棒般畅快。父亲
又叫我多吃，说它可以败火健胃，一个个
藕孔，吃了学习就通了。我顿觉奇怪，真
有这么神奇？不管是否有用，先大饱口福
再说。

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母亲
挑好上好的绿豆倒入锅中，先大火烧滚，
再转小火慢煮，不多时，豆香便从锅盖里
冒出来，飘满小屋。一锅绿豆汤盛入大锅
里，再分两份。单独一小锅放些糖给我，
剩下的原味归他们。冷却后，我舀些尝
尝，甜津津的，绿豆早煮得软糯沙口，边喝
边吃，浑身都透着舒坦。我再舀点无糖
的，丝丝清甜，口感也不错。我偷偷装满
瓶子，放入水缸里冰，冰凉解渴，一瓶下
肚，比喝汽水还过瘾，当真是上等的消暑
佳品。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母亲要做她
最拿手的蒸鸡蛋羹。我从鸡窝里拿几个
鸡蛋，她打入碗里搅拌，再倒水，搁油盐，
放葱花，搅一搅，放入锅中蒸。不一会儿
蛋香四溢，只等她命令开锅。当一碗蒸鸡
蛋端上来，舀一勺子吹几下，送入口中，滑
溜轻柔，咸鲜可口。母亲说，不要光吃鸡
蛋，要吃饭。我索性来个鸡蛋拌饭，一举
两得，一个也不耽误，他们看着呵呵笑。
母亲还说，吃了蒸鸡蛋就有劲了。我立刻
三两口扒拉完最后一口饭，证明自己真的

“有力气”了。
如今虽有冷饮西瓜，能解一时暑气，

却难消对儿时小暑的眷恋。那双手制作
的夏日滋味，纯粹又祛暑，承载着全家人
朴素的期盼，让人回味悠长。四季流转，
节气更迭，从容而过，便是自然的馈赠。
少些浮躁，多些静气，心下自有清凉，任他
烈日灼灼，入伏亦觉安然。

火心灵 花

食在小暑
■季勇

为师当如“君”

■俞永军

《王君语文创新教学十一讲》

王君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共好书 赏

▲▲纵横交错纵横交错 张成林 摄摄

关于夏日的记忆，总绕不开
烈日炎炎的炙烤、蝉鸣如雷的喧
嚣，还有暴雨如注的酣畅。我最
钟爱的消暑之策是读书。逐字逐
句地读，像含着冰块般清冽，烦躁
在字里行间慢慢消融，连暑气都
跟着悄然退散了。

《四季读书歌》写道：“夏读
书，荷花池畔风光好，芭蕉树下气
候凉。”于树荫下执书，半躺于摇
椅之上，不失为消暑纳凉的一剂
良方。“养心莫如静心，静心莫如
读诗”，读书，亦读心境。唯有心
静，方能拂去溽热与烦躁，在书海
中神游八方、虚步古今，任性时还
可仰天长卧。这般自在，正如陶
潜所言：“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
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
人。”个中体悟，非亲历者不可得、
不可知、不可感。

有一年暑假，我坐在路边的树
荫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往的
朋友纷纷“勾引”我去村前的小溪
里游泳。有那么一瞬，我被这巨
大的诱惑勾住了心神。然而，娜
斯塔霞悲惨到极致的经历、梅什
金的善良与真诚，让那个暑期显
得格外短暂。虽未同朋友们去溪

中戏水，却仍有荷风拂面，读到忘
情处，“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
丝丝清凉沁入了每一个毛孔。

古人亦爱夏日读书，车胤囊
萤夜读的清苦境况，今人已难体
味。那时没有现代的避暑纳凉设
备，读书时难免汗流浃背，“人皆
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唐人就喜
欢忍着酷暑读书，并把对天气的
忍受变为精神上的享受。陶渊明
于北窗下高卧，忽有凉风轻拂，便
自称为“羲皇上人”。好读书欣然
忘食的他，大概是并不需要午
休的。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夏
有三余：“晨起者，夜之余；夜坐
者，昼之余；午睡者，应酬人事之
余。”炎炎夏日，午睡堪称偷得浮
生半日闲的雅事，睡前再读一些
让人悠然神会的文章，然后沉浸
在酣眠之中，岂不快哉？难怪北
宋蔡确夏日小憩后，于惺忪中听
见沧浪渔歌，写下“睡起莞然成独
笑，数声渔笛在沧浪”的诗句。

有书评人说，许多人认为夏
日读物应当像遮阳帽般轻便、似
短衫般单薄，这种观念催生了大
量空洞的文学作品。那些在夏日

只读所谓“夏日文学”的人，终将
被这类麻痹思想、消耗智力的内
容所困。不过，另一位书评人解
释道，按普遍认知，夏天本就是适
合放松的季节，但如果一个人冬
天爱读历史、随笔、社会学，夏天
同样能继续这些阅读。季节性的
阅读方式，恰好提供了一个理想
的平衡空间：既能让人暂时卸下
工作压力，也能成为自我提升的
契机。

三毛曾言：“读书多了，容颜
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
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
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
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
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
和文字里。”黄庭坚亦云：“三日不
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
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

“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
酲。”读书恰似一剂清凉散，让人
暂别尘世生活的无奈纷争、浮躁
虚妄。它既是一场心灵的憩息，
也是一次与智者的对谈；既能解
暑，更能“解酲”，让文字的清凉漫
过周身。当这份清凉浸润心脾，
周遭的一切也会随之清晰可辨。

杂风物 谈

读书，长夏的一服清凉散
■靳小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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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踏着热浪而来，

一浪高过一浪。

阳光在叶尖跳跃，风也带着燥热。

六月未尽，蝉鸣掀开滚烫的日历，

在杨梅、荔枝、蟠桃间织进斑驳的甜

田野的庄稼正绿得蓬勃，

池塘里的荷花开得艳丽，

挺拔的向日葵，香气袭人的茉莉，

都在诉说盛夏的急切：七月你好

我站在树荫里，

看街头的冰饮车铃声清脆，

孩子们的欢笑，洒落一地。

七月，像一场云卷云舒的旅程，

在平凡的日子里，

等下一阵的惬意

撷诗苑 英

七月你好
■周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