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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之 见
近日，一段题为《小学生在教室午

休床上休息》的视频在网上走红。视频
中，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的一间教室
里，大部分孩子走到走廊上，值日小组
将座椅移到教室中间，齐刷刷地拉开折
叠床，三面柜子变成了三个大通铺。床
铺准备好后，走廊上的孩子按男女生分
组排队进入教室后各自找到自己的位
置，从下方的小抽屉把小被子、枕头和
眼罩取出，不到5分钟，教室变成了静悄
悄的午休室。

众多网友对此点赞之余纷纷要求
全国推广，据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罗
校长介绍，抽屉床的设计灵感，是一次
和女儿在对话中偶然萌生的念头，在10
岁女儿的启发下，她设计出了在教室装
壁柜折叠床的方案。偶然之中实则有
其必然性。如果不是心中真正装着学
生，格外关注孩子的身体发育健康，会
在这种“不起眼”的事情上费心思吗？

据悉，该校从去年学校建成以来就
给孩子提供午休床，这次完全是因为一
个家长把午休的视频传到抖音而意外

获得大家广泛关注。
午休的意义不只是休息一下。科

学实验证明，午睡虽然时间短暂，但对
健康十分有益，而且对提高孩子的记忆
力和学习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早在公
元一世纪，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就对睡
眠的作用有过描述：“在睡了一觉之后，
之前无法记住的内容突然间就清晰地
出现在脑海中。”1924年科学家第一次
验证了昆体良的描述：实验发现睡眠组
的学习成绩明显比无睡眠组更优。

据专家解释，人的记忆从一开始形
成时是不稳定和低效率的，很容易被破
坏或受到干扰，可能丢失或者改变。因
此，记忆不仅仅需要变得“稳定”，还需
要“强化”，才能真正被人脑记住。而

“稳定”的过程大多在清醒状态下完成，
“强化”的过程则都是在睡眠中进行
的。由于对所学内容的固化并不需要
进行有意的练习和反复，因此，该记忆
和学习机制或过程也被称为“离线学
习”。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与其拼
命给孩子施加压力，还不如让孩子中午
好好睡上一觉！

学生躺着睡觉之所以受人关注，关
键就在于其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
精神。窥一斑而知全豹，“以人为本”不
是挂在嘴巴上的，而是体现在教育教学
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

（来源：《北京青年报》）

教室秒变“午休室”
不只是让人羡慕

□胡欣红

众所周知，美育已经成为一种刚
需，卓越的生命之花需要用美育浇灌。

语文教学，也应注重以“美”育
“美”，使语言、思维、文化和美育有机
融合，让学生在接受语文教学的过程
中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文化素养、人
文底蕴。语文与美育完美结合，能真
正实现为“美”而教的愿望。

其实，语文本身就是美的文化载
体。睿智的思想、高尚的情感、灵动的
才智，无不栖于根深叶茂的语文之树，
它生生不息地传承人类的文明，它涤
荡污浊，提炼精粹，陶冶身心，它汇聚
了美又展现着美。

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打造审美
的语文课堂。

作为一名管理者，有时深感很多老师在工作中缺
乏热情和情怀，而且年龄大的老师某种程度上表现得
更为突出。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曾经饱含热情的老师，在沐浴
时光的洗礼后，本该像医生一样越老越“值钱”，医术
高明，德高望重，但却变得颓废、消极呢？这个问题是
个复杂的课题，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自从来到新
校，管理起这样的队伍时，这样的问题也成了横在我
面前的“拦路虎”。如何转变大家的面貌，成了我日日
思考的问题。单靠制度约束，大家每日也挺努力；想
靠经济刺激，无奈学校经费有限……

后来，我就不断地细心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
力，我发现削弱老师们激情的原因很多，经济的原因
有，但学校拿不出钱，此路不通。还有就是，老师们缺
乏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和热情，缺乏存在感和成就感，
每日死气沉沉。这样势必会影响学生，影响校园。那
就必须想办法，创造一些能够产生动力和热情的活动
或机会激发大家内心潜在的热情。

和班子成员们一合计，决定建立阅读共同体，让
大家走进阅读，让文字滋润心灵，让文字释放情怀。
大家都表示赞成，看来有戏。那就行动呗。

我把这个决定在教师会上一公布，立刻在老师们
中间引起不小的反响。有反应说明对大家有所触动，
只要我加以适当引导，慢慢疏通，一定会将大家带上

阅读这条光明大道上来的。我一边让大家讨论，一边
找人私下交流，以便掌握这项活动的利弊。有的人持
观望态度，有的人持不屑之势，而年轻的同志兴趣较
高。可喜的是，我还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他们
也是阅读爱好者。

接下来，我让人将阅读方案下发，征求意见。之
后，我们就正式实施。我是想，既然想做，那就必须
先做起来，在做中完善，在做中调整。首要解决的就
是书籍的问题，现在学校图书室的藏书虽不像图书
馆那样丰富，但也足够我们“吃”上一段时日。于是，
一方面是我的号召，一方面是我的“强迫”，大家都行
动起来。

新的问题出来了，如何检验大家阅读的效果呢？
而且还要让学生看到老师的阅读。商量之后，我们决
定每周一上午的升旗仪式上，安排一名老师为全体师
生分享阅读故事；每周一下午的教师政治理论学习
时，安排一名老师进行阅读分享。以此来督促和检验
老师们的阅读成果。如果不读，你就没有内容和大家
分享，那会非常尴尬，没有哪位老师愿意在全体师生
面前“享受”这样的尴尬。即便有老师不认真阅读，在
他搜索分享内容时，读给大家听时，他自己也会不同
程度地受到感染和熏陶的。

听着大家那清新悦耳的声音，读着大家那美丽质
感的PPT，总让我倍感欣慰。为了强化大家的阅读兴

趣，每月安排一场阅读沙龙，为老师们准备新鲜的水
果、香甜的奶茶，大家畅所欲言，分享着自己的故事，
享受着阅读的乐趣。此时此刻，大家的幸福之感流露
眉宇之间。

第二个“小恩惠”就是为每位老师生日当天送上
祝福和蛋糕。尊师重教从我们做起。我们统计了每
位老师上报生日日期，制作生日祝福安排表。生日当
天，由学校“乐美”广播站的播音员为这位老师送上温
馨的祝福。再把老师的生日表发给蛋糕店，他们会及
时将印有“生日快乐”字样的蛋糕送到学校，由大队部
选派学生代表为老师献上蛋糕。简单的祝福，小巧的
蛋糕，礼轻情意重。听着广播里那动人的生日祝福，
吃着学生献上的生日蛋糕，每位老师脸上洋溢着无比
灿烂的笑容，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一段时间下来，老师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
改变，一股暖流正悄然在校园里流淌，整个学校呈现
出一派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的美好氛围。每天看到笑
容满面的老师们，我想不仅我是幸福的，最幸福的应
该是孩子们。老师们的幸福感直接传递给了孩子们。

细细想来，原来幸福如此简单。我们只花了很少
的金钱和精力就为老师们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教育不仅要育人，更要养师。我们在成就学生的
同时，更要成就老师。

（作者单位：全椒县古城小学）

“小恩惠”激起“大情怀”
□周 兵

芳 草 地

自从我有记忆起，我最敬爱的
外公就告诉我许多关于花的秘
密。至今，还记得他生前最爱的是
海棠花。

外公已经离开我很久了，从
小，外公教我许多的道理，我也很
喜欢他，所以我跟他一样，也非常
喜欢海棠花。今年的海棠花又开
了，但是我总觉得今年的海棠花没
有往年那么鲜艳夺姿，也少了一个
人的陪伴。看着遍地的海棠花花
开，轻轻上前去抚摸着她们，我似
乎也感受到了外公喜欢花的原因，
也体验到他的快乐。

我坐在松软的土地上，望着遍
地的海棠花，又默默地流下了眼
泪，脑海中渐渐浮现小时候和外公
在这玩耍的画面。记得那时，我什
么都不懂，我问您这是什么花，如
此好看，又如此让您喜欢，您轻轻
地摸了摸我的头，指着它们说这是
海棠花，我调皮地摘了一些海棠花
放到您的面前，您却说这是在伤害
它们，还责备了我一番，想了想之
前您责备我那生气的样子，又情不
自禁地笑了笑，我小心翼翼地站起
来，生怕踩着它们，因为我知道，它
们是您生前最喜欢的花，我一边走

一边对着这些海棠花说着话，看见
了这些海棠花就像看见了您一样，
觉得您一直就在我的身边，让我觉
得温暖而又舒适。

年年有雨，风吹年华，慢慢即
漫漫。

外公，您还记得吗，我儿时不小
心采摘您最喜爱的花，我向您道歉，
您还记得之前您在的时候，每年都
要带我来看一遍这里的海棠花，只
是今年我却怎么也不想来看了，今
年的海棠花不像往年那样了，只有
我一个人来看了。想着想着，便又
哭了起来，抱着之前采的海棠花向
花的中央走去。外公，我有许多话
想跟您说，我也好想念你，我知道你
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只是我看
不见，是这样吗，外公。哭解决不了
问题，外公最讨厌这样的小孩了。
于是，我便擦干了眼泪。夕阳渐渐
落下，天色已经很晚了。我起了身，
慢慢往回家的道路走去。

风有信，花无言，岁岁年年，永
不相负。在岁月斑驳处，是您，您
与海棠花温润了我的时光。

点评：文章语言准确生动，情
感丰富而真实，全文可圈可点分佳
句不少，给文章增添了文学情趣。

风有信 花无言
定远县青山学校八（2）班 石欣怡

指导老师：张 辉

教
坛随笔

3月29日是第26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定远县教育体育局联合县
公安局启动并持续开展针对全县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活动，并取得明显宣传教
育效果。

图为宣传活动当天，定远县建设小学联合公安交警深入辖区开展交通安全、打
黑除恶、校园欺凌以及防火防盗防电诈和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

（郑培进 杨庆元文/图）

定远警校联合开展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活动

文本美读文本美读，，增强审美体验增强审美体验

语文课堂上的琅琅的读书声传达着师生们对文本
的审美体验。有的课文可能不需要老师大讲特讲，只
要通过课堂上师生形式多样的“美读”就可以达到良好
的学习效果。何为“美读”？美读就是将文本中看不见
的情气、情味、情理具体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声音形态。
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是美读；以声
音、气色、节奏，显示文章的风骨神韵，是美读；充满韵
律形式的整体感悟，是美读；传达语音的意态情趣，是
美读……

教学郑愁予的诗歌《错误》。可以教师范读，可以
分角色朗读；可以按照原作读，也可以适当加以改编
表演读。这样的美读，绝不是低级的重复，而是在反
复涵泳、心领神会中的审美体验。

人民教育家于漪先生说：“审美的语文课堂才、
思、情、趣和谐统一，学生置身于春风化雨之中，怡情
养性，储善求真，享受成长的快乐，镌刻下终生难忘的
芬芳记忆。”我想，文本美读应该成为实现审美语文课
堂的重要路径。

咀嚼品味咀嚼品味，，提高审美能力提高审美能力

在语文教学中，“审美鉴赏与创造”这一核心素养
主要靠咀嚼品味语言来实施。有人说过，我们中华民
族的语言真正是世上最美的语言，情感、精神之丰富，
文化内涵之灿烂，情意表达之细致、细微、细腻，令人叫
绝。教学《林黛玉进贾府》，当贾母问黛玉念了什么书，
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后来，宝玉问她：“妹妹可
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
个字。”

黛玉的回答为什么会出现前后不一的矛盾现
象？值得学生仔细品味。当黛玉问“姐妹们读的什么
书”时，贾母说：“读的是什么书，不过认识两个字，不
做睁眼瞎罢了。”此时，黛玉发现贾母并不喜欢女孩子
读书，觉得自己的回答有点冒失，所以宝玉再问她时

就改了口。这一细节正表现了黛玉刚进贾府时“处处
留心、时时在意”的谨慎小心的性格。

刘成章的《安塞腰鼓》中有这样几句：“骤雨一样，
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
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
是强健的风姿。”教学时可以探讨问题：能否换成下面
的句式？

“急促的鼓点像骤雨一样，飞扬的流苏像旋风一
样，蹦跳的脚步像乱蛙一样，闪射的瞳仁像火花一样，
强健的风姿像斗虎一样。”

通过比较，学生自然会发现原作的句式更美、节
奏更美。

融合媒体融合媒体，，拓宽审美渠道拓宽审美渠道

《语文课程标准》“媒介阅读与交流任务群”要求，
“引导学生学习跨媒介的信息，获取、呈现与表达，观
察、思考不同媒介的语言文字运用的现象，梳理、探究
其特点和规律”“学习运用多种媒体展开有效的表达
和交流”。教学时，教师可以充分运用图画、音频、视
频等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跨媒介拓宽学生的审美渠
道。下面是曹禺先生的《雷雨》中的一个片段：

周朴园（由衣内取出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
五千块钱的支票，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一点
罪过。

鲁侍萍（接过支票）谢谢你。（慢慢撕碎支票）
教学这个片段，在学生分角色朗读表演的基础

上，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欣赏话剧《雷雨》和电影《雷雨》
的相关片段。话剧《雷雨》中饰演鲁侍萍的演员是慢
慢地撕掉那张支票，而电影《雷雨》中的鲁侍萍是将支
票拿到煤油灯上烧掉的。话剧《雷雨》忠于原著，电影

《雷雨》作了改编，两种方式哪一个更好呢？在学生比
较揣摩的基础上，教师把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
梦》中的晴雯撕扇子的情节播放给学生欣赏。学生很
快就明白了，“撕”，是一种过程，可以解恨，充分表现
了人物的心理活动；烧，只能毁灭，它仅仅是比较短暂
的瞬间动作，难以表达鲁侍萍此时此刻的心情。

这个课例，正是有效地融合了多种媒体，为审美

的语文课堂助力。

开展活动开展活动，，着力审美创造着力审美创造

语文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说：“学生成长在活动
中。” 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对“审美鉴赏与创
造”特别是“审美创造”大有裨益。比如，课本剧表演、
演讲比赛、诗歌朗诵活动，看课文插图写作活动，参观
画展、书法展等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十分有效的审美创
造活动。

统编新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喜看稻菽千重
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插入了
一张照片。一位学生写道：“这张清晰的照片永远定
格在1961年7月的某一天。手持稻穗、抿起嘴角、全
神贯注的老人正是我们敬爱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爷爷。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你
看，那片稻田是多么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你看，那颗
颗稻穗是多么金灿灿、沉甸甸！你再看，那位老人是
多么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在‘当代神农’袁隆平爷爷
身上，我真切地看到了一心为民、造福人类的‘孺子牛
’精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拓荒牛’精神，脚踏实
地、专注田畴的‘老黄牛’精神。喜看稻菽千重浪，最
是风流袁隆平！”

苏联著名教育家赞可夫曾说过：“最好的学习方
法是唤起学生对美的追求，尤其是心灵深处。”现在的
学生并不是缺知识文化，而是缺乏审美鉴赏与创造的
能力。其根源恐怕在于我们的教学过分重视分数，而
忽视了审美趣味与审美能力。于漪先生曾语重心长
地说：“真的不能太功利了，孩子没有生活。过去我每
周六下午，一定带学生们出去。公园、灯会、虹口公园
菊花展，回来以后孩子的感受就很丰富。中秋节月亮
晚会，全是同学自己搞，抢着出节目，初中孩子可以写
出上万字剧本。他们在追求美啊，你说多好啊！”

由此可见，打造审美的语文课堂，关键在于语文
教师要有一颗非功利的心。当语文教学在努力提升
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以美启
美、以美储美、以美立美”。

（作者单位：凤阳中学）

打造审美的语文课堂
□李 军（安徽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