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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很早就沉溺于这样的语言

使用方式，可能出现‘文字失语’‘表达失语’

的情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研究员王灿龙近日谈及网络时代

的一种新现象。他认为，针对“文字失语”，

年轻人要避免养成网络依赖。

（3月5日中新社）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如书信

往来、语言交流，如果能够掌握更多丰富的

词汇并能灵活运用，就能更好表情达意，有

利于与他人的交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

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表情达意，比如社交

软件上的一个表情包就能表达自己的态度

或想法。网络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很大便

捷，也让人变得越来越懒，如在运用语言进

行表达方面，也变得越来越懒。

另外，像流行的网络语言也有一统“汉

语江湖”之势，人们习惯于通过固定的句式

去表达，汉语的丰富性被流行的网络语言所

“侵蚀”，让人变得“千人一面”。而五光十色

的现代生活太吸引人，如给人带来直接的感

官愉悦与刺激的影视作品、抖音、快手、“吃

鸡游戏”、王者荣耀等娱乐活动，以电视、网

络等为载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受众，甚至

一些有学习动力与兴趣的人，也陷入碎片化

阅读之中，而像促人思考的书籍、报刊对于

不少人来说，则显得太枯燥乏味，语言越来

越贫乏也就成了必然结果。尤其是对现在

的00后学生来说，他们是网络原住民，受网

络的影响更深，一些学生的“文字失语症”更

为严重。

“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

反之，精神愈不用则会越来越“少”。人们在

动脑上越来越懒，这也是患上“文字失语症”

的重要原因。所以，“文字失语症”是一种

“现代病”。

“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

憎。”语言越来越贫乏正是“语言无味”，所以

不读书、不够重视语文教育也是“文字失语

症”的重要原因。

网络的发展并非“文字失语症”的“原

罪”。不能因为“文字失语症”的出现，就将

责任归咎于网络海洋的“凶险”，而要善于

泅渡，懂得驾驭网络海洋。如为了对抗“文

字失语”，有人在网络上组建了“文字失语

者互助联盟”，已有几十万人参与其中。“师

夷长技以制夷”，如果能够善用网络，就能

够更高效对抗“文字失语”，避免网络的“双

刃剑效应”。

当然，“文字失语症”的成因较为复杂，

要根治语言越来越贫乏问题，说易行难，需

要全社会都重视起来。正如王灿龙建议，完

善大学语文课程制度建设，提升大学毕业生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要重视语文

教育，要能加大语文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权

重，从而在社会上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另

外，家庭、学校都要重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担负起教育者及监护人的责任。每个人

也都要能自律起来，避免网络依赖。

“文字”语言表达能力是人与人交流的

一项重要能力，“文字失语症”可能带来语言

表达能力的“功能丧失”，还会影响母语文化

的传承，拉低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对抗

“文字失语”，相关各方不能失责、缺位。不

能让“文字失语症”影响了我们的语言表达

能力，要形成全社会合力“抱团”对抗“文字

失语症”。

对抗“文字失语”，各方不能失责
□戴先任

“老师，你就给我写首诗吧！”
“我……我可是真的写不好耶，那需要

灵感，需要诗味儿……”
“可是，你不是说我写得好吗？”
“是啊，多想回到你们的年纪……”
一个小姑娘在课间，缠着我给她写首

诗，作为礼物送给她，因为我错过了她去年
的生日。

我总是喜欢和这群孩子们谈天说地，
从课堂到课间。

““看见看见””与与““看不见看不见””

《安塞腰鼓》是一篇情感充沛的散文，
西北农民在热烈的鼓点中舞蹈，酣畅淋漓
地给观众们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起初，
我和孩子们总是觉得似乎隔着一层纱，难
以领会这民间艺术的妙处。

于是我们看安塞腰鼓的表演视频，我
们听谭维维唱《华阴老腔一声喊》，我们了
解陕北的地理特征，我们开始朗读文本中
的句子……

“我们看视频听音乐的感受和读文字
的感受不大一样，用的是不同的感官，我们
在视听中获得的信息是不是比单纯文字的
视觉中获得的信息更多呢？”

“嗯，视听感受更丰富啊老师，我喜欢
看视频听音乐。”

“老师，如果一个人在家，我也读不下
去文字，但是视频和音乐就很适合一个人
欣赏。”

……
“那么，文字可以死去，视频不能消

失咯？”
“也不是，我们学习其他的知识还是需

要文字的。”
“其他的？譬如视频里我们看见的和

没有看见的，在文字里面都有更多的表
现？今天，我们探索两个问题：一是刘成章
的文章是如何表现我们在视频里看到的热
烈场面、力量之美的？二是他的文章里有
没有表现出视频里没有呈现出的内容？”

我带着孩子们大声地诵读，贴近文本
的脉搏，读着读着，孩子们似乎被文字点燃
了，用上了夸张的语音语调，仿佛要被吸进
文字里，领着文字起舞。

孩子们读出了排比恢宏，多角度表现
安塞腰鼓的力量之美；读出了间隔反复，将
情感逐步推向高潮；读出了对比鲜明，凸显
出黄土高原孕育出的这些后生们表演的惊
心动魄；也在长句和短句的变换中，读出了
文字仿若鼓点的节奏……

原来，抛却视频，我们也可以有身临其
境之感。

孩子们指出，作者的开头还点明了后
生们的朴实沉稳及击鼓前安静的场面，作
者还在结尾写道“世界出奇的寂静”“陌生”

“一声渺远的鸡啼”，这是我们在视频中没
有看到的。用意何在呢？我们一起探索，
开头为下文高亢鼓声响起时候做预备，做
铺垫，蓄积能量，只待蓬勃而出；结尾处则
与前文热情洋溢的表演形成鲜明的对比，
用鸡啼衬托极度的安静，则更能显出中间
部分安塞腰鼓的热烈奔放豪迈之美……

我们在“链接”文本与视听材料，在“看
见”与“看不见”中探寻文本的魅力。

““封神之作封神之作””的诞生的诞生

小姑娘约我，周末去看欧梅，说醉翁亭
里的欧梅快谢了，我们得赶快去。于是，她
周六的晚上坐火车，回到故乡，只为了这一
睹花容。

小姑娘的好朋友也在，我和两个青春
烂漫的生命，在醉翁亭里徜徉，欧梅的苍劲
的绚烂，菱溪石嶙峋的曼妙，还有西山上星
星点点的嫩绿，都让我们沉醉。两位小友，
赏花时，明眸晶亮；观亭台，举止轻盈；抚石
间，笑声回响。

拾级而上，西山拱秀处，正是取景拍照
好去处。时而弯腰，时而端坐，时而远眺
——她们在记录春天的故事，会心的遇见。
杏梅灼灼的三月和青春烂漫的姑娘，相机快
门咔咔，我赶紧连拍数张，一定要留存这美
好。于是，就诞生了她们惊呼的“封神之作”。

一位姑娘端坐，望向怡亭窗外，清风拂
起秀发，晨光辉耀面庞；一姑娘侧立，手执
相机，用心定格这春光美景。两位姑娘的

娴静绰约，在这张“封神之作”里集中呈现。
那天早晨，我头昏头疼的感觉被春光

治愈，也被小朋友们的活力点燃。

打破打破““隔离隔离””的学习的学习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以来，我都以为，
教师被取代的时代近了。海量的资源，完
全满足得了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教师个
体知识储备及认知的局限性，或许就是无
法超越机器的所在。ChatGPT的出现，更
是让我们多了被替代的恐慌。

那天，我给孩子们播放我三年前录制
的《核舟记》视频，看了以后，差不多可以掌
握此课需要学习以应对考试的内容。

可是，孩子们纷纷吐槽：太快啦太快
啦……暂停一下，我们还没有思考呢……
我们讨论一下啊，我们就这样记录笔记就
行么……

原来，对着文字信息，隔离着接收；与
同伴一起，讨论着交流。这二者确实不能
等同，我们需要信息的输入，也需要情感的
交流啊。

这些年的教学生活中，有许多情景历
历在目。我和孩子们在课堂上就着某个问
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关于《我的母亲》，“智

慧派”和“心机派”的唇枪舌战；我们在校园
的紫藤萝花架下，对面而坐，分享各自对于

《小王子》的感悟；我们在校园的操场上，就
着秋日午后的阳光，大声朗读自己的作文；
还有我趿拉着左右穿错脚的鞋子，披头散
发地走进教室，在哄堂大笑里与他们严肃
地探讨巴金散文里隐藏的意蕴……这些，
是孩子们推动着我，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突破自我，自由飞扬。

打破“隔离”的学习，“链接”彼此的生
命，这才是有温度、有温情的学习啊。

我与孩子们那些“链接”的瞬间，“我
们”光影交汇，生命平等地对话，云朵推动
云朵，树摇动树。

于是，这一天，我写下了一首诗，送给
小姑娘。

树·梦

仿佛总在梦中
有一棵树

根茎 向下 深深蔓延
枝叶 向上 高高托举

我不是 只为了
遇见那慎重开满的花朵

我不是 只窃喜
为我落了一地的芬芳

我与树 一样
脚踏大地 贴近泥土
仰望苍穹 满目星河

双向奔赴 山海不惧

（作者单位：滁州市实验中学）

““我们我们””的光影交汇的光影交汇
———那些—那些““链接链接””的瞬间的瞬间

□□曹新悦曹新悦

周一读写课，我依例检查学生
的背诵和听写，结果让我大跌眼
镜。仅仅过了一个双休，原本掌握
很熟的知识，孩子们却遗忘了很
多。我有些失望地望向他们，他们
一个个低下头，不敢直视我。

下课铃声响起，一节颇为煎熬
的课草草结束。我夹起书向外走
去，这时，李雪突然跑过来，她挽起
我的左手，使劲地摇着。

“老师，别生气了。你答应过
我们的，休息的时候就要好好地玩
耍，于是，我们就忘记了复习。再
说了，语数英轮番轰炸，我们已经
很累了。”

“你们是毕业班，基础学不牢，
后面咋弄呢？”我反问道。

“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呀！你就
不能透露一点消息，比如，周一要检
查什么？这样我们就会准备一下。”她笑笑地望向我。

“再说了，你把我们分到小组，那些组长那么严格，
一个字都不许错，谁能受得了？”她委屈地说。

“听你这话，是怪我安排得不够周到呀。”我笑呵呵
地望着她。

“也许，也许……”她跑开了。
当我走下楼梯时，背后又传来她爽朗的笑声：记

住，下次透露一下信息。
回到宿舍后，我无心他事，满脑子都是孩子们躲闪

的目光，怯弱的眼神，还有李雪那天真的笑脸。
六年级学生处于青少年心理向青年心理过渡期，

既带有少年的天真，又时常表现出成年人的成熟。随
着知识的积累和对事物体验的深化，六年级学生内心
世界比较丰富。如何让他们在枯燥而繁琐的学习中保
持良好的学习兴趣，这是我们教师必须直接面对的课
题。为此，我苦苦地寻思着……

第二天，我向学生们宣布了新的检查方式——“一
周五问法”。所谓的“一周五问”，就是孩子们在这一周
内可以随时到我这儿接受我提出的五个问题，而这五
个问题又被局限在某一单元。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
我的问题又各不相同，难度也不相同。

孩子们听着听着，眼睛亮了起来，纷纷表示赞同。
有了孩子们的认可和支持，我又把具体事宜做了细化，
并向他们承诺，只要五个问题一次全部回答正确，本周
末可以象征性布置一点作业或免去作业。就这样我和
孩子们达成了共识。

后面的日子，孩子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积极。下
课后，我总是被孩子们缠着，他们排着队等待着我的问
题。我呢？则装出不紧不慢的样子，从书袋中掏出试
题。试题种类较多，有生词听写，有片段背诵，有古诗
默写，有修改病句……

尽管孩子们感到上了“当”，却个个兴致盎然。你
来我往，不亦乐乎。就这样，一块难啃的“骨头”，瞬间
变得津津有味。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时常被我们老师挂在
嘴边的话语，却很少有人真正耐心地去解读。在教学
现场和教学实际中，我们往往把很多的烦恼和无奈归
结于——学生对某一学科没有兴趣。如果，我们能静
下心来思考，并调整我们的教育策略，找到学生感兴趣
的方式方法，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者单位：定远县能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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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随着紧张的训练，跳绳比赛下个星期就要开

始了，要准备比赛名单了，在班级跟小朋友说了，
自愿报名，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在群里接龙，这时
候就听到有的小朋友说我报我报，有的说：“我才
不报名”，还有几个小朋友在思考着。晚上，琛琛
妈妈给我发信息说，“老师，你看看我家孩子跳得
对吗？”“要不断地跳吗，还要跳得很快吗？”我说：

“是的。”她说：“那我还是不要给小孩报名了，不
要把他累到哪里了！”

第二天，我就根据名单，开始模拟现场一分
钟跳绳，我看到琛琛在练习，我依然让他不要断，
用脚尖，连续快速地跳，因为，我知道他可以！甚
至，他停下的时候我就催着他，继续！不要停！
过一会，到我这模拟，他有点紧张，跳了74个，第
一次这种成绩，是有点靠后的，我鼓励他说：“第
一次能不间断地跳，真得很棒！就这样的连续不
断跳的感觉，下次会更好的!到那边继续练习
吧！”第三天，我们继续模拟，很明显，这次小朋友
们都跳得不错，我又找到琛琛，“我们再跳一下
吧”，他点了点头，这次他进步很大，跳了97个，我
和婷婷老师，在旁边一唱一和地说着：“这么厉
害，进步这么大，如果参加的话，肯定能拿个一等
奖！”他有点动心，但他不是一个特别会表达的小

朋友，继续一个人闷头练习。
晚上，我找到他爸爸，问他，为什么不给孩子

报名参加跳绳比赛，他是这样回复我的，他怕孩子
跳不好，拿不到名次会很失望，我说：“这算什么，
男子汉就应该勇敢闯一闯，成长的路还长着呢，这
点小挫折怕什么，你更应该让他去锻炼啊！”他爸
爸说：“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保护得太好了。”和他
爸爸聊了很长时间，一直劝他鼓励琛琛去参加。
随后就主动找到我要求在报名表上加上琛琛名
字，在比赛的时候，他跳得非常好，124个，二等奖，
非常厉害！我看见了琛琛脸上灿烂的笑容！

通过教学中的一些小事情我发现，孩子是需
要不断被鼓励的，他们的自信心都来自于老师，
也许你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他，我们不要吝啬
自己表扬孩子的话语，多鼓励，和家长也要多沟
通，帮助孩子更好地成长。孩子得到老师的鼓
励，就会获得一种由内而生的心甘情愿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有超能力。所以，不要吝啬你对孩子
们的鼓励，哪怕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哪怕再简
单、再看似无足轻重的一举手、一投足，孩子们都
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说不定这个看似简单的
动作、眼神，会改变孩子的一生！

（作者单位：南谯区府西幼儿园）

鼓励是一缕阳光
□徐孟荣

教育故事教坛随笔教坛随笔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