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初中
2019年 10月 18日 星期五

教

■苏州市吴江区南麻中学 朱伟

体悟三重妙境 领会精神内涵

没有了学生的晚
间校园安静极了，我一
个人静静地坐在办公
室里，批学生的周记。

感谢薇同学的书
写，让我的周末有了不一
样的意义。她在周记里写
道： 不知从何时开始，父
母变得越来越懒了，以至
把她训成了做家务的“小
跑腿”。 文中的描写惟妙
惟肖，非常精彩。 我读出
了喜悦和感动。

写好评语，不觉想
起了我的孩子，从小学
二年级开始，就已经被
我们成功地训练成“小
跑腿 ”了 ，买菜 ，买米 ，
买日用品， 熬稀饭，炒
鸡蛋，样样行。 记得有
一天晚上，我们都不在
家， 他却熬好了稀饭，
买好了菜 。 我们回来
后 ，禁不住好奇 ，想知
道卖菜的人有没有夸
奖他。 熊孩子一本正经
地答道：“没有人夸奖。
就听那个卖菜的对别人说：‘这家大人太狠
心了，天天让这小孩出来买菜。 ’”孩子学说
那番话时勇敢而懂事的形象， 一直定格在
我的记忆里。

时间不说话，不知不觉间，孩子就到了
高二。 因为学习，他再没有时间去菜市场；
因为学习， 他再没有时间给我们当 “小跑
腿”，为我们准备饭菜，或者也可以说，是我
们怕耽误了他的学习而不再让他去 “跑
腿”。 “分数”似乎成了横亘在我们与生活之
间的最大的敌人。

我时常一边对自己说，不能被忙碌的、
功利化的生活格式化， 但另一边往往不知
不觉地就被现实格式化了。

学习《三峡》，我问：“哪位同学可以给
我们描述一下‘晴初霜旦’的样子？ ”学生一
片茫然。我又问：“下霜的早晨美吗？谁能说
一说自己的感受？ ”学生还是一片茫然。

想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中的那
句话：“每年冬天， 我都要到列宁格勒那边
的芬兰湾去。您知道吗？那里有全俄国最好
看的霜。 ”自从读了这个句子，其他的内容
都成了陪衬。

现在的孩子， 每天的学习似乎让他们
已经可以忽略大自然的霜露雪花了，或者，
因为学习，他们已经很少有机会去接触、留
意大自然的霜露雪花了。

我特别理解蒋勋说的， 当他在校园里
看到一个学生停下匆匆的脚步， 去凝视一
棵开花的树， 去伸手轻轻触摸春天刚刚萌
发的嫩叶，就觉得这个孩子还有救。

让学生拥有一颗感知大自然的心，是一
种多么美好而温柔的“救赎”。可是，对于今天
的孩子来说，这又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读《论语》的时候，我从不觉得孔子说
的话、做的事有着多么高深的思想；我从来
都觉得孔子带给学生的东西是从生活中来
的， 无不是在用最平凡的生活日常去揭示
最人性的道理。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 ”多么快哉！

语文特级教师黄厚江有句忠告：“语文
老师， 当你在课堂上跟学生讲道理的时候，
你就已经失去语文了。 ”语文真的不需要那
么多的道理，生活，才是语文最好的道理。

曾经，我会带着学生为寻找春天校园里
最美丽的一朵花而花费两节课的时间；我会
带着学生在树木吐芽时去栗子园野炊而不
知归路；我会带着学生走进深秋的公园捡各
种落叶做最有创意的粘贴画；我会在每一个
落雪的日子让天地成为学生尽情撒欢的课
堂；我会提着一大袋瓜子为学生举行一场别
开生面的剥瓜子比赛；我会在学完了《社戏》
之后，带着学生去操场跳大绳、推铁环……
我也相信这些最为平常的自然与生活，才是
语文最生动的模样。

想起瑞典诗人贡纳尔·埃凯洛夫《花睡
在窗上》中的一段文字———

花依偎着夜，灯编织着光
猫在角落纺着睡觉用的纱
炉上的咖啡壶发出阵阵鼾声
孩子在地板上默默做着言辞的游戏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
收回思绪， 我庆幸自己一直坚持着让

学生写周记的习惯， 每周 1 篇不少于 750
字的周记永远是最重要的作业。 我始终觉
得， 写周记的目的绝不在于培养学生的写
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濡染他们的心。

分数很重要，升学也很重要，但绝不能专
注于分数而让学生与真实的日常渐行渐远。每
每想起《小欢喜》中一凡对妈妈说的那句话，我
的心中就会升腾起一抹柔软：“妈妈，我不是一
个坏孩子，我只是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孩子。 ”

希望我可以永远记住他的话， 为我的
孩子，也为我班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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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初中
教育随笔

“5 月 14 日， 朱凤璐帮隔壁班关了
灯。 ”“6 月 7 日， 施凯耀捡起地上的垃
圾。 ”“9 月 22 日，宋毕华辅导同学学习
英语。”……悬挂于启东市南苑中学每个
教室的《善行记录本》上的这些文字，记
录着该校学生日常的点滴善行， 而这只
是该校德育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面
对德育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南苑中学
立足校情，不断推陈出新，开发出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德育活动，将德育打造成
学校的一张亮丽名片。

运用课堂主阵地引领德育

“今天班会课的主题是‘餐饮之礼’，
请同学们说说大家在食堂就餐时都有哪
些不好的表现。”针对学生就餐时暴露出
的诸多问题，前不久，南苑中学八（9）班
班主任张林设计了这样一节主题班会。
学生积极思考， 踊跃发言：“有的同学很
浪费，经常剩菜剩饭！”“有的同学大声喧
哗！”“还有同学推推搡搡！”……随后，师
生共同分析原因，探讨对策。

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阵地， 南苑中
学充分运用班会课提升德育工作的针对
性、主动性和创新性，让主题班会成为帮
助学生树立人生理想、学会做人、学会学
习的有力支撑。在此过程中，该校注重结
合学生身心特点和学情， 为处于不同年
级、 不同成长阶段的学生量身定制不同
内容的主题班会。“七年级学生，我们主
要开展规范教育、‘八礼四仪’教育；八年
级学生，主要对他们进行养成教育、感恩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到了九年级，我们
把理想教育和挫折教育放在突出位置。”
季红兵副校长介绍说。

南苑中学还积极倡导教师将班会课
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 将德育渗透到各
个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八（8）班英语教师
陆灵美曾以“感恩教育”为主题，结合英
语学科教学内容， 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特
殊 的 作 业 ：making sandwiches for
yourselves。 班会课当天， 她邀请家长走
入课堂。课堂上，学生用英语介绍自己的
作品，分享制作三明治的心得体会，气氛
活泼热烈。“在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内
容，寓教于乐，寓德于教。就像这节课，学
生通过自己做三明治并讲述出来， 不仅
练习了相关单词和句式， 而且体会到了
父母的辛苦，懂得了分享与感恩，德育效
果显著。 ”陆灵美说。

立足课堂，学科渗透，南苑中学努力
强化对学生的德育引领， 提升学生的道
德素养。

用《弟子规》校本课程滋养心灵

2009 年，南苑中学顾萍老师前往台
湾地区一所学校访学， 被其淳朴的校风
以及浓郁的学习氛围所感染。“这所学校

一直运用儒家经典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
情操。访学回来后，我就向校领导做了汇
报。 ”顾萍说。

受此启发， 南苑中学结合校情、学
情，决定以中国传统典籍《弟子规》为主
要内容编写校本《弟子规》教材，进一步
做好德育工作。“《弟子规》是依据孔子教
诲编成的学童生活规范，三字韵语形式，
读起来朗朗上口， 有助于学生树立孝悌
仁爱意识。 ”季红兵表示。

现在，南苑中学《弟子规》校本课程
已趋于规范：教师每周将《弟子规》中的
一句话抄写在黑板上， 引领学生天天诵
读，并内化成自身的行动，日日实践；每
周一下午开设与《弟子规》相关的讲座，
以专题讲授形式让学生入耳、入心；每学
年组织一次专场汇报演出， 用丰富多彩
的内容让学生更加愿意参与并接受；每
班设有《善行记录本》，及时记录学生的
实践与体悟。 该课程也得到了学生的认
可。倪匀博同学写道：“行胜于言，无论是
班内的《善行记录本》，还是校内的《弟子
规》 课程汇报演出， 都让我深悟仁之本
义、孝之根本。 纸上黑字随口诵，行间善
爱伴己进。 ”

校本课程建设过程中， 南苑中学教
师素质也得到了有效提升。“一开始，我
们只是从已有资料， 尤其是网站中查找
相关内容，编辑加工。 渐渐地，我们能够
甄别不同版本的优劣， 从古人完备而周
详的教诲中读出其养正心性的规范义
理，并做到灵活把握相关内容，让学生真
正受益。”朱元博老师如是表达自己承担

《弟子规》校本课程工作后的感受。 任课
教师还自发成立学习小组， 每周二晚上
集中研修。 学校每年也组织部分教师外
出学习，与同行交流，全面提升素养。“教
师先学、先悟，不断充实自己。 只有教师
能力得到提升，《弟子规》 校本课程才能
持续、健康向前推进。 ”季红兵说。

本着资源共享原则， 南苑中学也将
《弟子规》 校本课程辐射到所在片区，每
周六上午面向小学生开展公益培训，已
经坚持了 6 年。 该校罗雯月同学上小学
一年级时就接触到这一培训。 她说：“我
很喜欢《弟子规》课程。 通过诵读，我的
心灵得到了净化。 记得有一次上完课发
点心，同学们都抢着发，先发给爸爸妈
妈，然后才自己吃。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
点心都是义工买了送给我们的，太让我
感动了。 ”

凝聚多方力量延伸德育平台
“3 天的军训让我记忆犹新。 学校操

场上，教官非常严肃，带领我们完成军训
任务，要求动作规范。 ”谈到九月初的军
训，七（3）班张轩铭同学印象深刻。“军训
是国防教育的有效手段，每年，我们都会
聘请专业教官对七年级新生进行基本军
事技能训练、现代军事防护知识训练，以
此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政教处顾杰主
任说，“这只是我校德育平台建设的一个
方面。 当今青少年的教育仅靠学校单方
面的力量难以完成， 需要社会各方通力
合作， 这也是我校德育工作一贯遵循的
宗旨。 ”

近年来， 南苑中学陆续搭建了一系
列德育平台 ：“365 +工程 ” 家长达人
秀———各个班级邀请家长轮流走进课
堂，结合自身职业特点、兴趣特长等为学
生进行相关知识讲解与培训； 团体心理
辅导———邀请心理方面专业人士给学生
作讲座，帮助学生塑造健康向上的人格，
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 安全知识讲
座———邀请辖区派出所警务人员定期与
学生零距离接触， 对学生进行思想警示
教育。在学校、家庭、社会的密切配合下，
南苑中学德育建设更加扎实、深入，学生
受益良多。

南苑中学也注重环境布置， 意在营
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学校中心大道上空，
飘扬着 28 面彩旗，彩旗上写着《弟子规》
中的相关语句；中心大道两侧橱窗内，展
示着与德育相关的活动照片及文字说
明； 教学楼每一层楼梯的台阶上， 都有
《弟子规》中的语句；墙壁上，随处可见儒
家经典话语……“立德树人就要做到事
事育人、时时育人。我们创设这样的德育
氛围，学生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规范自己
的言行，向上，向善。 ”季红兵说。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展望
新形势下的德育工作，陆向前校长表示：
“我们将与时俱进，进一步创新德育活动
内容，赋予其时代内涵；进一步创新德育
方式和载体，让学生乐在其中；进一步拓
展德育阵地， 让学生时时处处感受到德
育的存在。我们相信，在南苑中学的 3 年
时光， 将会在学生心中留下一段难忘的
德育记忆。 ”

事事育人 时时育人
■通讯员 张佳佳

教海探航

阅读一篇游记， 除了欣赏文中所写
景致的自然之美、 体验作者融入其中的
独特情感，更要领会其精神内涵。这就是
阅读游记时需要把握的三重妙境：赏景、
悟情、启思。下面以统编语文教材八年级
下册《壶口瀑布》一文为例，具体阐述。

视角独特，显自然之美

壶口瀑布作为我国第二大瀑布，又
位于黄河这条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河道
之上，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无数游览者，撰
文赞美者比比皆是。每每读到这些诗文，
脑海中便浮现出“波澜壮阔”“气势磅礴”
“奔流不息”“势不可挡”“雄伟壮观”等溢
美之词，但久而久之，也会感到雷同，并
隐隐产生一种审美缺憾。

读罢作家梁衡的《壶口瀑布》，顿时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在文中写了自己
两次游览壶口瀑布的所见， 展现出不同
时节的壶口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 第一
次是在雨季，作者只能在河岸上俯视“被
急急吸去的水流”，如此壮阔的景象却只
有寥寥几笔就草草结束， 使文章有别于
自古以来雄浑的意境而更加引人入胜。
第二次是在枯水季， 作者把此时的瀑布
作为文章主体进行描写。他“从从容容地
下到沟底”，仰望河面，感受浊浪排空、奔
涌而来的壶口瀑布“奇、雄、险”的特点，
并放眼四望“龙槽”附近四溢的河水，感
受河水多姿多彩的美。 文中除了表现壶

口瀑布一向的震撼壮美， 也呈现出河水
的灵动柔美， 让读者所看到的壶口瀑布
是立体的、丰满的、刚柔相济的。

作者在描写瀑布的方法上也是灵活
自然的。除了借助定点观景法，由远而近
直接描写黄河水， 还最终将目光落到脚
下的石头上。 这样的写法似乎一下子离
开了河水， 但壶口瀑布正是在水与石的
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作者以静止的石头
“窟窟窍窍”“被旋出一个个光溜溜的大
坑”“被水齐齐地切下去，切出一道深沟”
等形态，衬托河水震撼人心的“动”的力
量，从侧面彰显壶口瀑布的伟力，有助于
全面展现其自然之美。

阅读游记的第一重妙境是“赏景”，
即随着作者的游踪所至，移步换景，游走
在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中， 欣赏景物的独
特魅力。

身临其境，享体验之美
欣赏自然美景是游记的起点， 名篇

佳作还少不了作者赏景时的直接体验，
这既是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需要，也是
游记吸引读者的妙招。 阅读游记的第二
重妙境“悟情”，就源于此。

《壶口瀑布》中，作者第一次是在雨
季进行观赏。 从起初“大着胆子下到滩
里”，到“只有一个可怕的警觉”，再到最
后“只急慌慌地扫了几眼， 我便匆匆逃
离，到了岸上回望那团白烟，心还在不住

地跳……”直观写出自己面对“涛声隐隐
如雷”“浪沫横溢”的壶口瀑布时，内心的
胆战。同样，他在枯水季看到河水急速跌
入深沟时，“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再次心
生恐惧、不寒而栗之感。 这样的描写，既
强化了壶口瀑布的雄浑之美， 也足以让
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此外，作者在写枯水季的河水时，除
了看到它雄浑激荡的态势， 还写到壶口
不能尽收的河水，或“汩汩如泉”，或“潺
潺成溪”，或“哀哀打旋”，或“如丝如缕”，
这些细巧灵动的情态， 让读者似乎看到
山间溪流在自由流淌。同样，他在写脚下
的巨石“被水凿得窟窟窍窍”，或“被旋出
一个个光溜溜的大坑”时，联想到“人常
以柔情比水， 但至柔至和的水一旦被压
迫竟会这样怒不可遏”，这种刚柔相融相
合的特征，便暗含着为人处世的道理。这
时， 我们的阅读已经从对文本的理解逐
渐上升到情感体验层面。

理性思考，生哲思之美
游记是因游而记，因游而感，是景、

情、理交织的产物。景的描写和情的体验
都建立在游览者的主观感受之上， 更多
的是非理性的，因人而异，因情绪变化而
变化。但是，游记中作者的所见所感也能
引发读者更深远、更理智的思考，从而使
得阅读进入“启思”的新境界。

《壶口瀑布》 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

点。文章中除了写“所见”“所感”时，有着
不同的角度和独特的内涵， 在对黄河精
神的理解上，作者也有个性化的解读。他
既没有泛泛而谈壶口瀑布的自然伟力，
也没有遵循常见的思路， 将黄河作为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象征加以赞颂， 而是紧
扣黄河水在壶口这种特殊地形条件下展
现出的各种形态， 将其归纳为“挟而不
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
必生，勇往直前”。 细细读来，这样的“博
大宽厚，柔中有刚”更像是人类在面对困
难、挫折和压力时，所表现出来的承压耐
挫、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的精神。此时，作
者对眼前的壶口瀑布和黄河水的思考，
已经上升到哲学层面了。

壶口瀑布让原本至柔的河水成为至
刚的汹涌洪峰， 可以冲决山谷， 深挖河
床，甚至穿凿顽石，其中蕴蓄着无穷的力
量。但在如此雄浑的气势之下，它依旧不
失碎雾成虹、细流纵横的柔和。柔与刚的
融合转化正体现了物极必反、 相生相克
的原理。同时，壶口瀑布是在秦晋大峡谷
高山和巨石的逼迫下， 奋力抗争而形成
的，正像人在“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
的个性”一样，引发了作者“未经磨难不
成才”的感叹。这样的思考也赋予黄河更
多的人文内涵。

游记的美，美在描写，美在情感，美在
哲思。 阅读游记，就是行走在作家用心血
凝成的美的意境中，且行且悟，且行且思。

———启东市南苑中学德育建设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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