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共读
“环境”“身教”缺一不可

“在阅读这件事上，学校是要
多做一些的。”崔丽霞认为，学校
是教育主阵地，应当发挥带头引
领作用，再者，孩子有着较强的从
众心理，如果班级里大多数孩子
都在读同一本书，那么个别没有
读的同学为了融入集体，也会主
动地找书来读。

“我们目前通过晚托服务开
展图书漂流活动，让学生写上读
后感，夹在书本中，以盲盒抽取的
形式，自由地阅读书籍。通过同伴
间的互相感染和影响，实现“双
减”家校互赢。”杨显慧率先分享
了几个制造阅读环境的巧招，比
如学校分不同年段开展不同阅读
活动，四年级的有经典说唱，五年
级有诗词大会，学生们参与之余
还能得到相应的奖励。“这样的阅
读推广活动，使阅读无处不在，促
使孩子培养起随时阅读的意识和
习惯。”

宁波市实验小学也有着丰富
多彩的阅读活动，师生共读一本
书，家长学生好书推荐等等。嘉宾
们提到，确实现在很多学校不再
把书“关”在图书馆里，而是让图
书流动起来，出现在学生们随处
可见、随手可拿的地方。

当然，阅读不仅发生在学校，
崔丽霞建议家长在配合学校的同
时，还要做好这三件事：“第一件
就是给孩子做几个借阅证，原本
带孩子去培训班的时间，可以改
成带孩子去书店、去图书馆；第二
件，帮助孩子养成每日必读的习
惯，中小学生每天应该有20—30
分钟的阅读时间，而且，最好固定
时间。第三件，家长要与孩子一起
读书，可以读不一样的书，也可以
读一样的书。”

有人说，孩子不一定会照着
我们的话做，却会踩着我们的脚
印。在老师们的分享中，我们可以
得知，不管哪个年段，“环境”和

“身教”都相当重要。只要这两点
可以做到，阅读的大部分问题都
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破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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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由宁波市教育
局、宁波教育学院主办，宁
波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
现代金报·甬上教育承办，
面向宁波全市中小学（幼儿
园）学生及家长，遴选宁波
市名教师，通过关注学生的
日常学习习惯，以及家长在
家庭教育中的疑难困惑，结
合学科特点，为广大学生及
家长解疑答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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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
提升不仅依赖着低年级时期的耕
耘和积累，也是为了未来更顺利地
接轨到初中学习。那么，对待这一
年龄段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才能更
好地帮助他们打好阅读基础呢？

“很多家长朋友，特别是在孩
子进入初中后，碰见的一个比较大
的困惑就是：孩子对必读书目没有
兴趣怎么办？比如我班级里的女
生，就对《水浒传》之类的兴趣不
大。”杨显慧特意提到这一点，其实
高质量的阅读，是需要融入积极的
情感的。

“我们以《水浒传》为例，看《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回目，觉得
写得很值得玩味。按照常理，他应
该先杀陆谦，再杀富安。可是他先
追赶过去，结果了富安。再取出短
兵器朴刀，来杀陆谦。这是何故？富
安与他非亲非故，屡次加害，自然
一刀结果。但陆谦不同，陆谦与林
冲，是自幼相交，因此，于林冲而
言，陆谦的逼害，是一种心理的绝
望与悲戚。因此，他要逼问陆谦，他

要了断得清清楚楚。他的复杂而决
绝的情感，通过这样的两种兵器，
可窥一斑。”杨显慧说，成人在思想
的认知上，是高于学生的，在文化
视野上，是宽于学生的。因此，当和
孩子一起阅读时，家长老师可以有
更深层次的思考来帮助他们提升
阅读品质。

“要多些评论性的问题，引导
学生整合文本内容、个人背景知识
以及实际生活来回答问题，或者对
文章作出个性化的评论，说说阅读
心得与感受。那么，久而久之，在他
独自阅读时也就会自然地去思考
这些问题，成为一个优质的读者。”
崔丽霞说，初中的孩子更需要形成
思辨的能力，这种能力，从阅读中
显然更容易获得。

说到这里，两位老师都认为，
阅读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以在书籍
阅读中进行，也可以延伸到生活
中。除了生活情境下的阅读，还可
以紧密结合时下热点来进行阅读，
这一点，在中考阅读类的考题中也
有比较明显的呈现。

突破小学高年级阅读瓶颈

““环境环境””和和““身教身教””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兴趣只是敲门砖，对高年级学
生来说，阅读更像是一座目不可及
的高山，想征服它，却无从攀顶。

如何让高年级的学生通过阅
读提高阅读能力，从而提高学习能
力和生活能力，三位嘉宾们也作了
很多分享。

崔丽霞向老师家长推荐一种
特别的阅读形式——项目式阅读。

“它类似于我们常说的‘项目化学
习’，学生带着任务和问题进行阅
读，这其中需要运用阅读的策略，
展开充分的思考，得到更多的发现
与收获。”

杨显慧就拿《西游记》里孙悟
空的不同称呼来举例，天上的众神
对悟空的称呼，是“泼猴”“猴精”；
作者在文中对悟空的称呼是“大
圣”“猴王”，更有意思的是唐僧对

悟空的称呼，生气时称他为“泼
猴”，喜爱他时则称呼他为“悟
空”，由此可见，众人对孙悟空不同
的称呼，就能读出众人对待他有着
不同的情感色彩。“当孩子们阅读
《西游记》时，我们通过引导他们对
人物称呼这一细节的关注，就能帮
助他们更深层次的立体解读孙悟
空这个人物。”杨显慧说。

另外，还有像生活经验统整型
的阅读方式，完全打破学科的壁
垒，围绕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生活实
际来设计任务，发掘和整合丰富多
彩的阅读资源，开展相应的主题阅
读活动，这些无疑比单纯的阅读更
具吸引力，更能激发学生的主动
性，为阅读寻到出处，也找到归属，
为学生适应瞬息万变的未来社会
打下基础。

项目式阅读
更能激发阅读主动性

思辨性阅读
突破中高年级学生阅读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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