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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漂流往往是一种消遣的闲读，如何
让学生读得走心，把文学作品读深、读活？
宁波中学推陈出新，结合本校实际开展异域
星空的文学漂流之旅。

从外国文学史上，该校在兼顾不同地域
的文学特色的基础上，选取了六个图书漂流
站点，涵盖文学的起源、文艺复兴、求索与救
赎、荒诞与魔幻、历险与抗争、东方的情思。
结合学生的兴趣，在每个漂流站点选择了
2-3本漂流书，规定学生至少读1本，完成这
场外国作家作品漂流至少需要读6本书。

“这样一圈读下来，学生可以对其中几部
外国重要作家作品有阅读体会，而且能明晰
外国文学史大概的发展脉络，深化阅读体验，
内化成阅读涵养。”学校一位负责人介绍。

然而，只是提高阅读数量还不够，学校
还推广主题式阅读，师生共同参与研究性、
综合性的专题阅读活动，激发学生的阅读热
情，将一本书读到学生的心里。

阅读课上，几个同学一组，组建起研习
阅读小组，并有专业老师指导。时剑波老师
指导的阅读小组开展了“纪念莎翁400周年
的阅读活动”，领略莎翁剧作永恒的魅力；陈
恬老师挖掘物哀文化对日本作家作品的影
响，让学生深深折服其中……

“我们希望学生们通过读一本书，能了
解一位作家，提出一个研究问题，懂得一种
研究文学作品的路径。把阅读课变成真正
成为阅读与写作能力提高的拓展课程。”这
位负责人说。

推广主题式阅读：巧把文学作品读深、读活

近日，79位茶人汇聚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参加2017
年度鄞州区茶艺师职业技能大赛。本次活动由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茶艺高手同台竞技，一决高下。据悉，
在徐春燕名师工作室的指导下，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在青少
年中推广茶文化，培养了一批热爱茶道茶艺、热爱传统文化
的学子，学生的茶道展示登上全国文明风采大赛舞台，许多
学生以一技之长投身宁波的茶文化事业。图为该校学生陈
露身着白色茶服，淡定从容展示冲泡绿茶。

吴彦 金立峰 陈引芳 摄

“我喜欢来老龄舍，在这儿见见老朋友，和老领居一块儿
学做糕点、做针线包，日子一下子就热闹了！”今年90多岁的
杨奶奶是位独居老人，晚年生活倍感孤单的她常常到社区里
的“老邻舍”串门，三五好友常在这里相聚，杨奶奶的笑脸多
了，精神头也更好了。

近日，鄞州区社区学院老年“微学堂”在划船社区和白鹤
社区的“老邻舍”正式启动，老年教育的职能开始延伸到社区
养老机构，养教结合正成为老年学习的新模式。

“对于部分高龄、身体不佳的老人来说，他们是被‘学校
式’老年教育拒之门外的，要么年龄超出老年大学报不进，要
么行动不便老年学校去不了，而这个群体恰恰更需要通过教
育给予精神上的关怀和心理上的抚慰。”鄞州区社区学院周
伟存说。

为了满足这些特殊老年群体的教育需求，鄞州区社区学
院开设了社区老年“微学堂”，它有别于传统课堂的老年教育
模式。一是学习人数“微型”。一般为5-10位社区老年人，
他们以小团队的形式，聚在一起学习；二是学习内容“微课
化”。学习内容涵盖了老年护理技能、老年心理健康、老年生
活休闲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等。这些内容均以“短而精”的小
视频为主，利用互联网+技术，方便老年人自主学习。三是学
习方式“个性化”。“微学堂”倡导体验式学习方式，通过布艺
DIY、学唱经典越剧、制作曲奇糕点，让老年人在体验中感受
学习的乐趣。

这天，记者来到位于划船社区的老年“微学堂”，6位满头
白发的老人正在跟社区学院委派的兼职教师陈辉明学做布
艺南瓜。“再用力压一压，棉花还可以多放点儿”“别看我年纪
大了，针线活好着呢。”老人们边学边聊，教室里不时传来阵
阵欢笑声。

为深入推进社区老年“微学堂”建设工作，该社区学院将
发放教育体验券，委派四十多位兼职教师、四百多位社团导
师志愿者走进社区老邻舍，通过送师资、送课程、送活动，着
力提升高龄老人、行动不便老人的生活品质，努力办好没有
围墙的老年教育。 吴彦 刘红燕

让青春伴着书香成长让青春伴着书香成长
宁波市教育系统阅读盛会助力全民阅读推广宁波市教育系统阅读盛会助力全民阅读推广

历时7个月，五大版块24项活动，吸引超过20万师生直接参与，直接参与活动
人数为历年之最……从个人到家庭，从学校到社会，宁波市教育系统第五届读书节
以丰富的活动内容与多元的参与方式为全市师生奉上阅读“大餐”，也为宁波全民
阅读推广再添“墨香”。读书节期间，记者走进我市各学校发现，阅读推广已成为许
多学校的一项特色校园文化，新型的阅读方式让阅读成为趣读。许多孩子说：“阅
读是我坚持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

一个校园读书节能办成啥样？宁波大
学用数据告诉你：该校的“真诚读书节”已形
成15万字公开课程学习资料，精选200余
篇朋辈思享会材料，编印完成《原创的力
量》、《图书推荐导读》等材料用于建成朋辈
教育资源库。

宁波大学“真诚读书节”开办于2015
年，注重将宁大精神和浙东文化精髓中凝练
出的“真诚”结合。“读书节的活动注重学生
的参与性、获得感，让无形的阅读文化升级
为悦读幸福，让有形的读书活动变得多元活
泼。”该校一位负责人表示。

在“最悦读”读书笔记评选活动中，同学
们“晒”出专业课、阅读书籍等笔记。有插入
有可爱卡通的“卖萌”笔记，让公式原理不再
无聊枯燥；也有不输杂志插画的美术科目笔
记，则让人在复习苦读时也依旧赏心悦目
……同学们从日常的“晒生活”、“晒美食”、

“晒风景”转变成“晒学习”、“晒成果”、“晒
态度”，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在整个
校园营造起浓厚的学习氛围。

宁波大学思政课汪老师说：“对于
老师而言，可以通过读书笔记了解
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及学习效果。
对于同学们而言，记读书笔记可
以巩固知识点，提高学习效
率。可以说，读书笔记是一

笔宝贵的财富，它是美好而又珍贵的大学回
忆之一。”

在宁波大学校园里，记者还看到了新型
“真诚读书室”，这是多维优质便捷的阅读空
间。目前，共建设完成11间读书室场所，形
成了学生活动中心、学生公寓、学院楼宇三
位多空间式的第二阅读区、第三课堂活动
区，力图营造三位多空间师生互动读书文化
区。 吴彦 施虹宇

在种类颇多的校园活动中，黄鹂小学有
个独特的“节日”颇受孩子们欢迎——小学
生图书馆日。由该校与宁波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联合推出。

每逢“图书馆日”，课堂就从教室搬进了
图书馆。记者看到，孩子们一入馆，便迫不
及待地徜徉在书的海洋里，每个孩子都真正
成为了“读者”。大伙儿在这里吸取知识的
养分，感受着阅读的快乐。“在学校的大部分
时间都在学课本知识，在这里只做跟阅读有
关的事，身心完全沉浸下来，真希望多来几
次。”学生小戴说。

当天，还安排了“带你逛逛图书馆”和

“书海寻宝”主题活动。孩子们听图书馆工
作人员讲解这里几十万册的图书是如何排
列的；跟老师学习调查、采访等方法搜集整
理报刊信息……大伙儿尽情享受着图书馆
这个开放、自由、幸福的环境。

为了给学生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学校
引入图书馆模式，在班级中打造小小图书
角，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阅读。孩子们还赋
予了图书角充满墨香的名字，如“翰香阁”

“文香宝架”“墨香园”“欣阅轩”……
该校校长杨柳表示，希望我们的孩子时

时刻刻都有书香的陪伴，播撒书香的种子将
是学校送给学生最珍贵的礼物。

开设“图书馆日”：这天只做与阅读有关的事

开办真诚读书节：有形的读书活动变得多元活泼

把老年教育延伸到养老机构
鄞州区社区学院“试水”老年“微学堂”

培育年轻人的“茶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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