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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的蒲扇躺在抽屉
里已有多年，扇面泛着陈旧
的黄，边缘的篾条已经松
散，像老人稀疏的牙齿。

祖母摇扇的样子，在
我记忆里格外清晰。她习
惯用右手执扇，手腕轻轻
一抖，那扇子便划出圆润
的弧线。祖母的扇子摇得
极有章法，扇子摇动的幅
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不快
不慢，风量不大不小，恰能
驱散暑气而不至于使人
着凉。

我喜欢躺在竹床上，望
着葡萄架缝隙里漏下的天
光，听着蝉鸣与扇声合奏的
催眠曲。祖母常说：“扇子
要摇得匀，就像说话要说得
慢，日子要过得细。”

老屋天井里的葡萄架，
是祖父年轻时亲手搭的。
碗口粗的藤蔓攀着竹架，把
整个夏天都染成了翡翠色。
我最爱躺在竹床上，看阳光
透过层层叠叠的叶子，在地
上投下细碎的光斑。祖母
总会摘几串青葡萄，用井水
镇在搪瓷盆里，待我午睡醒
来，那葡萄便凉沁沁的，咬
破皮，酸甜的汁水在舌尖炸
开。她一边为我摇扇，一边
用粗糙的手指抹去我嘴角
的汁液，笑道：“慢些吃，又
没人同你抢。”

蒲扇是祖母的随身物。灶台前炒菜
时，她将扇子别在后腰；纳鞋底时，扇子搁
在针线筐旁；就连去河边洗衣，也要将扇子
插在石缝里，时不时取来扇几下。这扇子
见证过太多生活场景——夏夜乘凉时邻里
间的闲谈，冬日围炉时讲述的古老传说，以
及我发烧时她彻夜不眠的照料。扇面上渐
渐浸染了油烟味、汗渍和泪痕，成为一本无
字的记忆簿。

一个特别炎热的午后，蝉鸣震耳欲聋。
我躺在竹席上辗转难眠，祖母便取来井水
浸湿蒲扇，轻轻为我扇风。那风裹挟着水
汽，竟比电扇还要凉快。迷迷糊糊间，我看
见汗珠从她皱纹间滑落，她却只顾为我驱
赶热浪。半梦半醒，我听见她哼着古老的
童谣：“扇子扇凉风，扇夏不扇冬。若要问
我借，要过八月中……”

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每次返乡，总
看见祖母坐在葡萄架下，扇子搁在膝头。
她眼睛已不大好，却能凭脚步声认出我来。
再后来，她连扇子也摇不动了，那蒲扇便寂
寞地挂在墙上。次年槐花开放时，她随春
风而逝。

如今我有了各种消暑工具——空调呜
呜作响，电扇摇头晃脑，却总不及蒲扇摇出
的风自然熨帖。商场里卖的工艺扇精美绝
伦，但轻飘飘的没有分量。我知道，我怀念
的不只是一把蒲扇，而是那种被祖母细致
呵护的感觉。

前日整理旧物，我又取出那把蒲扇。
对着灯光细看，才发现扇柄内侧刻着两个
小字“安康”，笔画细如发丝，是祖母用缝衣
针一点点刻上去的。如今，扇子又回到抽
屉深处，谁还有耐心等一把蒲扇慢慢摇出
凉风？但每当我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
就会想起葡萄架下的小扇轻摇，想起祖母
说的“日子要过得细”。那些被扇子摇慢的
时光，原来是最奢侈的清凉。

夏日悠长，窗外蝉鸣时急时缓，
我在暑热中沉浸于乔治·M.雅各布
斯、迈克尔·A.帕瓦和劳·范恩合著
的《合作学习：实用技能、基本原则
及常见问题》一书。书中的字句宛
如清泉，滋润着我心中对教学改革
的渴望。当前，学校正积极推进基
于“学思融通”的“6+1”学展课堂教
学改革。书中阐述的合作学习理念
似一束光，既照亮了前行的方向，也
印证了我在语文教学中的探索与反
思。当读到“合作学习并非简单地
将学生放在一起工作”时，我内心深
受触动——的确，真正的合作从不
是物理空间的靠近，而是心灵的化
学反应。

在学展课堂中，“展”是学习成果
最鲜活的亮相。但我过去常陷于一
种困境：小组展示时，总是只有少数
人侃侃而谈，多数学生成了沉默的背
景。书中一针见血指出，这种状况往
往源于“搭便车”现象——有人未承
担起个体责任。雅各布斯等人在书
中反复强调“个体责任”与“积极互
赖”两大核心原则。这使我想起教学
《将相和》时，若采用书中“拼图法”策
略，把课文内容分成“完璧归赵”“渑
池会面”“负荆请罪”几个关键情节，
让不同小组成为某一部分的“专家”
深入探究，再重组为新的小组进行整

合展示，每个成员都握有一块不可或
缺的“拼图”，便能真正实现责任均
担、互相依赖。如此，学生展示便不
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而成为集体智
慧的交响。书中点明：“合作学习的
核心是积极互赖，它使个体成功与小
组成功密不可分。”当学生真切地感
到彼此互相需要时，展示便会迸发出
集体智慧的火花。

合作学习绝非自然而然发生的
本能，需要切实的技能训练。书中提
供了大量实用策略，如“三步访谈法”

“发言卡”“轮流发言”等，这些不正是
为“6+1”学展课堂“展”的环节量身定
制的表达工具吗？我意识到，语文课
小组讨论有时失焦、无序，就在于缺
少这些“脚手架”。比如在习作讲评
中，若引入“三步访谈法”，先让同伴
两两互评习作，分别担任“采访者”和

“讲述者”，之后角色互换，最后在小
组内分享收获。如此结构化的交流，
能促使每个学生都深度参与，也为后
续展示积累更丰富多元的素材。书
中引用约翰逊兄弟之言：“合作技能
必须像学术内容一样被明确教授和
练习。”此语如锤，敲醒了我：展示的
从容与深度，其背后是合作技能精心
浇灌的结果。

合作学习的更深远意义，在于培
养面向未来的社会性素养。书中“合

作技能即生存技能”的论断，恰与学
展课堂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在语
文课堂上，无论是探究《猎人海力布》
民间故事的魅力，还是辩论《圆明园
的毁灭》历史的多重意义，那些在合
作中倾听、表达、协商、解决冲突的过
程，本就是最鲜活的社会学习实践。
语文学习不仅是语言的习得，更是思
想的碰撞与人格的成长。当学生们
在合作中学会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在展示中懂得尊重差异、欣赏他人，
这些素养便如春风化雨般，在集体探
究的土壤里自然萌发。

掩卷沉思，雅各布斯等人的合作
学习理念对“6+1”学展课堂的深入推
进而言，犹如一剂对症良方。书中强
调的“个体责任”与“积极互赖”原则，
为“展”注入公平参与的内驱力；其设
计的结构化技能训练，则为“展”铺就
精彩纷呈的坚实路径。而合作过程
中自然孕育的社会性素养，更让“展”
超越单纯的知识输出，升华为生命成
长的深刻见证。

新的学期，我期待将书中智慧化
作课堂实践，在语文课堂上精心培育
合作的土壤，让孩子们在彼此协作中
互相照亮。合作学习真正点亮的，不
只是课堂的鲜活生机，更是孩子们未
来人生中彼此照亮、并肩前行的希望
星火。

点燃集体智慧的火种

■周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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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缘 话

手机也有“书香”
■马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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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桌里珍藏着一些从老式笔记
本上撕下的便签，其中一张泛黄的纸上，
蓝色的圆珠笔字迹依然清晰：“加油，老
师认为你能梦想成真！”熟悉的字迹，一
下子打开了我记忆深处的一扇门。

上高一时，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县
城住校读书。性格内向的我，在陌生的
教室里总是拘谨得放不开。住校第一
天，我因不适应宿舍失眠了，第二天上课
时盯着黑板直打瞌睡。

高一的语文老师是个刚从师范大学
毕业的帅小伙。他在讲台上讲了这样一
番话，“我知道有些同学是第一次离家，
有困难尽管来找我；要是没勇气开口，写
张纸条也行！”他的话既有磁性又充满诚
意。于是当晚，我鼓足勇气在一张纸条
上写下了内心的感受和出现的状况，然
后悄悄放到了语文老师的办公桌上。

写完纸条之后，我就有些后悔了。
将自己的秘密写给刚认识的老师，万一
这心思被他捅出去，被全班同学嘲笑怎
么办？怀揣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到下午
课后，老师走到我的身边，悄悄跟我说：

“看过你的纸条了，你的身体怎样？我带
你去看医生。”

经过调整，我的身体慢慢好转了。
高中的学习难度较大，有时候我跟

不上课程节奏。看到其他同学学习劲头
足、成绩又好，我开始焦虑。结果，期中
考试考砸了，严重偏科，数理化刚刚及
格，只有语文还算可以，总成绩拖了班级
的后腿。

我想起语文老师那天关切的话语，
于是又写了一张纸条，向他倾诉我的苦
恼。可这次过了两天他都没有回复我，
我忐忑不安。语文课后，我正在收拾书
本，从书里落下一张纸条，“你的语文成
绩是全班第三名哦！作文写得很棒！我
觉得只要坚持，你能成为一名作家！”

看到纸条，我有些激动，没想到老师
竟然知道我的梦想。但这又能怎样呢？
我的理科那么差，考上好大学还是没有
希望。于是我又写了张纸条，“老师，我
的梦想的确是作家，可是我的理科很差，
不仅拖了班级的后腿，考大学也没有希
望！”然后将纸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第二天，我收到老师的纸条，“对于
理科，你注重基础学习，先不要急于求
成。你的语文成绩那么优秀，说明你是
很聪明的，只要用心，考大学一定没问
题！”看到纸条，我的心里暖暖的。

以后的日子里，我一旦遇到学习上
的不顺心，就给语文老师写纸条，每次我
都会收到鼓励。

“没有一个人是笨的，只是没有找到
适合自己的方法……”

通过纸条，语文老师成了我的心灵
导师。他不仅帮我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还借给我许多书，帮我提高阅读和写作
能力。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我渐渐找
到了学习的乐趣和自信。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感觉挺好
的，于是就将两张作文纸塞到语文老师
的办公桌上，希望能得到老师的点评。
可是我左等右等，连续一个多月都没有
得到他的回复。

直到有一天，语文老师走上讲台，手
里拿着一本作文杂志。他让班长朗读了
一篇文章，我才知道，老师将我写的作文
投给了杂志社，而且发表了。他当着全
班同学的面说：“马其军的思维很敏捷，
如果他坚持下去，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
作家。”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
逐渐地对自己有了信心，学习也更加刻
苦了。

后来，语文老师调走了，我通过努力
提高了数理化的成绩，最终考上了大学。

如今，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纸条依
然安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偶尔夜深人
静时，我还会拿出来看看，仿佛又回到收
到第一张纸条的那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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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心灵 花

背教育 影

——读《合作学习：实用技能、基本原则及常见问题》

《合作学习：实用技能、

基本原则及常见问题》

［新加坡］乔治·M.雅各布斯/等 著

宁波出版社

人有两种成长，一种是躯体的成长，一
种是精神的成长。躯体的成长靠食物，精
神的成长靠阅读。人要把自己修炼得更善
良、更丰富，阅读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诚然，坐在书桌前或公园一角长椅上，
手捧书本，让思绪沉浸在一行行文字里，这
当然是阅读。然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
天，人们的生活节奏与以前比可谓天壤之
别，要留出整块时间安静阅读，几乎已成奢
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人
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我们既脆弱又坚
韧，在现实面前，手机阅读为我们带来了新
出路。

阅读专业著作，是为了搭建起属于自
己的专业“骨架”，也就是确立专业的核心
理念。当理念根基筑牢，方法自会如活水
般自然涌来。这些专业著作，我的手机早
已存了不少。

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古人
云：“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
其下。”一个人只有与伟大的灵魂为伴，思
想方能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悄
然滋养、提升。有思想的人最强大。当一
个人时时处处有思想，做起事来一定目标
清晰、方法灵活、成效显著。这些文学名
著，我的手机藏着许多。

阅读哲学著作，能让人以超越常人的
视角审视世界、思考问题、观照人生，逐步
抵达“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的境界。这些哲学经典，我的手机也有许
多珍藏。

有人说，如今拥有一部手机，就相当于
拥有一座庞大的移动图书馆。这句话一点
也不为过。过去，想借一本心仪的书，往往
要花上几小时甚至半天时间；如今，只需轻
点手机屏幕，就能“秒”得所需。这是高科
技给人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文化福利。

若是没有整块的时间，一定拥有无数
细碎的碎片时间。早上，我们一边洗漱，一
边听手机里声情并茂的文学名著朗读；中
午休息，点开手机，阅读几页文学名著；等
车时，掏出手机阅读一两篇优秀期刊上推
出的重点文章；在动车上、飞机上手捧手
机，完全可以专心致志地阅读专业著作，遇
上重要的资料可以复制粘贴存放在文件夹
里……如此算来，一天下来阅读时长不比
从前少，有时甚至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说，

“手机时代”不仅为阅读提供了极大便利，
更大大提升了阅读效率。

真正喜爱阅读的人，一天不读便会觉
得缺了点什么；真正爱上阅读的人，必然会
善用碎片时间。“手机时代”，为阅读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就让手机里的“书
香”，时刻萦绕在我们身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