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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阅读宜“三多三少”
!

市赞化学校 俞永军

朱永新教授说：一个

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

阅读史，一个人的阅读史

也是他的精神发育史。美

国阅读专家吉姆·崔利斯

关于阅读的定律是：读的书越多，知道得越多；知道

得越多，也就越聪明。这些无不说明阅读的重要性。

那么，阅读什么样的作品，怎样阅读，日益被人们所

重视。笔者认为，学生阅读宜做到“三多三少”。

一、多看名人传记，少看卡通画册

名人传记，记载名人生平事迹。通过阅读既可

以知道名人过去的时代背景，又可以了解别人对

他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名人之所以与

众不同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都会

将自己同群体相联系一同去实现某个目标，而绝

非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主意。近代国学大师梁

启超先生一直提倡读名人传记，他说：“读名人传

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

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

遗憾的是，现今卡通、漫画类图书日益盛行，

充斥学生的书包。究其原因是它们比较贴近学生

的生活，接近他们的兴趣，或者把传统的东西大众

化、通俗化，这是好事。但由于这类作品往往存在

商业炒作，只顾及孩子的感官需求，过于庸俗，一

些书甚至通过蔑视教育、讥笑考试、嘲讽老师来迎

合学生，还有些书甚至把深刻、传世的名著意义扭

曲，而学生又由于年龄因素普遍缺乏分辨能力。作

为学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多看经典著作，少看休闲书籍

经典著作，都能经得住时间和空间变化，是人

类与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人类精神文明的凝聚点。

多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可以培育他们高尚的

审美情趣，从人生开始就占据制高点，吸取情感养

分，影响他们终身学习的意愿。

可是当前，我们发现学生的抽屉里或多或少

地藏匿着鬼故事、言情小说等休闲类书籍。学生竞

相传阅，津津乐道。问为何喜爱这类书籍，总是不

以为然地称“好玩”，还说这是课堂和电视上看不

到的。还有学生说看这类

鬼故事百分之百刺激，平

时学累了翻翻，可以解解

闷，舒缓舒缓学习压力。

事实果真如此？其实不

然，很多学生看了，会感到恐惧，放学晚了不敢一

个人回家，不敢一个人单独上厕所，晚上睡觉总觉

得房间里有东西在动，入睡后也常做噩梦，但是越

害怕就越想看，误入恶性循环。还有言情小说，看

了急于模仿，追求新异，学着故事中的主人公写俏

皮话、传纸条，影响学业，浪费光阴。

三、多看童话哲思，少看作文评选

童话，最大的作用是满足儿童探索世界的好

奇心，给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可以说孩子的童年

时光就是在童话故事中度过的。童话既可以帮助

孩子认识生活的世界，又能够传达世界的冷酷与

残忍，教给他们什么是勇气，并拿出勇气去面对世

界的挑战。比如《灰姑娘》，就给孩子一个希望：只

要有勇气并坚持下去，就可以克服万难，打败敌

人，实现心中的愿望。再说哲思，可以开启人们心

灵的眼睛，时下，追求流行已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潮

流，然而，流行未必是精品，而精品大都能够流行。

哲思，作为短小精悍的小品文，可以树立志向、陶

冶心灵、改变人生、认识社会。

现实生活中，学生阅读的书籍中很大一部分

源自作文选。其一应试教育、功利主义的畸形产

物，读得多便可以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以一

当十获取高分。其二迫于师命，完成学期中

规定的作文篇数，写不出又不能不写，无奈拿

起《作文选》这块敲门砖，改头换面，偷梁换

柱。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学生，一到写作文，就

急忙翻书包找《作文选》，看看哪一本《作文

选》中有类似文章，而后改一改，添一添，根本

不动脑筋。唐白居易就说：“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只有多读、多思、多写，习

作才不是一件难事。笔者想，只要做到“我手

写我心”，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就一定能体会

到习作的无限乐趣。

心中的那朵芬芳
!

扬州市梅岭中学初二（
!

）班 王嘉辰

浩瀚古籍，演绎了多少个世纪的

精彩；古人留存，组成了多少人心中最

艳丽的花朵。掩上书籍，那人、那事徐

徐走来，也组成了我心中的那朵芬芳。

昭君出塞，孤独的芬芳

身后，古都的大门逐渐远离，残阳，映出

了你孤寂的背影。你正在北上，进入无垠的

大漠，前往胡人的家中。以前，尊贵的你，在

宫中总有人陪伴，而如今，依然荣华的你，身

边的只是骄横的胡人，你感到无尽的孤独和

绝望。当秋风送来和亲的消息时，你是多么

地震惊，你多么不想孤寂余生，远离亲人，可

是，你还是远去了，为了国家和人民，选择了

孤独，带来和平的芬芳。

昭君，是你教会我有时选择孤独，也许

能带来心中的芬芳，不奢望为后世所传颂，

只求为常人所称羡。

项羽自刎，骄傲的芬芳

昨天，你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胜利了，

看着敌人丢剑弃甲的背影和身边将士欢呼

雀跃的情景，你无比欣喜，你大摆宴席，庆祝

大破秦军的巨鹿之战的胜利，但你眼中仍出

现那些离开你的亲人和将士，你心中仍掠过

一丝不安。

今日，你败了，看着那曾比你孱弱无数

的敌军统帅，将你的军队一点点地蚕食吞

噬，你的心情跌进了谷底。现在，你丢掉了一

切，但骄傲之感仍萦绕在你心中，你骄傲，你

曾是中原的霸主，“霸王别姬”的你仰天长

笑，用宝剑自刎在乌江边，你心中有着骄傲

的芬芳，却走向不归之路。

项羽，你让我懂得即使身处逆境，纵然

万劫不复，仍要骄傲地绽放出生命的芬芳。

天祥就义，坚毅的芬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你诵着你的千古名句，毅然走向敌人的屠

刀，元军打来，你坚毅地迎击，元军让你受

降，你坚毅的拒绝，宋军扼守的高邮城拒你

于门外，你坚毅地沿南澄子河东去，迂回南

归，挽南宋大厦于倾覆之间。即使现在，你仍

坚毅地抬着头，留下旷世名著和《发高沙》、

《高邮怀旧》的诗篇。文天祥，你告诉我，坚毅

才是心中的芬芳，也是这种芬芳，让我永不

向困难险阻低头。

漫漫古籍，让“孤独、骄傲、坚毅”积淀成

心中那朵芬芳；漫漫人生，心中的芬芳，助我

不断前行。 指导老师 李高英

又是一年清明时
!

市汉留小学六（
"

）班 刘银牙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每逢

清明时节，我都会和姑

姑、表弟来到我已逝的

母亲坟前，祭奠我那九

泉之下的饱经风霜的母亲。

我的母亲去世已经三年多了。二零零八年

农历八月十二日，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日

子———母亲因到河边淘米溺水而亡。舅舅说，

其实我妈是会游泳的，可能是劳累过度，再加

上营养不良，导致头晕栽进河中。听到舅舅的

这番话，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内疚……是

的，我的家庭条件不好。爷爷、奶奶都是近七十

岁的人了，爷爷又长年瘫卧在床。爸爸在鞋厂

上班，每个月也只能挣一千多元。妈妈在世时

做完农活，不是去鞋厂做零时工，就是出去做

杂工。哪儿挣到钱，母亲就往哪儿赶。

妈妈不仅辛苦，还很节俭，遇到可口的饭

菜从来舍不得吃。记得

那年冬天，妈妈随几个

人到汉留小学旁边的河

堤上挑土。当时他们十

几个人自己烧饭，每次

吃饭时，妈妈总是把可口的鱼肉夹到一个小盆

子里，然后送到学校给我吃。我当时是那么不

懂事，居然津津有味地吃了个精光。现在想想，

我真内疚啊！我怎么那么馋呢？妈妈那么辛苦，

她也需要营养啊！

一眨眼，妈妈已经走了三年。在这三年

里，我学会了做许多事。比如：我会烧一桌可

口的饭菜等。在这春雨绵绵的清明时节里，我

又来到了母亲的坟前。我端上了我亲手做的

母亲在世时总舍不得吃的菜，让我已逝的母

亲也来品尝品尝。妈妈，您在天堂里可要保重

身体啊！

指导老师 姜巧英

老师走喽！
!

市周山中心小学六（
#

）班 李哲青

哎！写了一个中自习的

作业了，真累！两眼昏花，直

冒金星，感觉什么“圆柱体

积公式、表面积公式”

“ABCDEFG”，还在沉重的

大脑里萦绕，模糊不清，让

人头昏脑胀，难以忍受。

还有一会就要下课啦！一些速度慢的同学

还在奋笔疾书，与时间赛跑。他们写得手都酸

了，还在坚持（我可有那样的亲身体会呢！）。作

业写好的同学也还在看书，因为老师在呀！就在

这时，老师无声走出了教室，不知干什么去了。

十秒，二十秒，三十秒，一分钟，两分钟，三

分钟，老师还是不见人影。教室里开始乱了起

来，出现了小小的杂声，有些作业写好的同学忍

不住放下了书开始和同桌窃窃私语起来。又过

了三十秒，突然，胆大包天的卜宇竟站起身来，

伸出一个拳头大喊：“哦———，老师走喽！”只见

施丽用不屑的眼神瞟了他一眼：“屁话！”

又过去了两分钟，老师还是不见踪影，同学

们都以为老师开会去了。此时的教室已经像炸

开了的锅，乱了套了。同学们都离开了座位，和

好哥们好姐妹们团在一起聊了起来。我和我的

铁杆姐妹们也大声聊了起

来，疲惫一下子全没了，满

脑子都是欢乐。忽然，施丽

使劲拉了我一下：“李哲青，

我们去看郭仁智和晏鑫打

架吧！”我就跟着好友施丽

挤过了嘈杂的人群。这里就像马戏团一样，许多

人围在一起。那二人就在后门的拐角处，也不能

说是打架，只是互相捉弄。只见晏鑫正抚摸着已

经被打得半蹲的郭仁智，就像一位温柔的母亲。

瞧郭仁智那狼狈样，双手抱着头，半蹲来回躲

避，把我们都逗笑了。施丽竟在一旁使起了激将

法：“郭仁智，你今天不赢就不是人了，快起来还

击呀！”这时晏康也转着书来凑热闹了。你看他

手里的书不停地转着，还做着滑稽的表情。这又

让我们笑不停了！再看看其他同学，有的斗青

蛙，有的扳手腕，有的打架……这时，卜宇还拿

起教鞭维持起秩序来了。他清了清喉咙：“同学

们，安静，老师要来了……”可谁听他的呀？

可是快乐是短暂的，随着老师的脚步声，教

室里终于恢复了宁静。没过一会儿，下课铃响

啦！教室里又热闹起来……

指导老师 于建明

仙人球
!

市实验小学五（
$

）班 居苗苗

什么东西是球不能踢，不

能打？相信同学们一定会异口

同声地说：“是仙人球！”

我家也有一盆仙人球，它

长着绿绿的身子，在这滚圆的

身子上，有着针叶般疏疏的小刺。多么可爱呀！

我给它取名叫“刺球”。

有一天，由于我很长时间没有给刺球浇

水，发现它的刺变成了白色，我急坏了，连忙去

找百事通———电脑。哦，原来是这样的：仙人球

的刺也有多种，有的是绿色的，也有的会变成

白色，密密麻麻的披在身上。这种白色茸毛可

以反射强烈的太阳光，这样就可以降低体表温

度，也就起到减少了水分蒸发的功效。

那仙人球的刺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在干

旱的环境里，水分来之不易，仙人掌类植物由

于长期生长在缺雨少水的沙漠里，为了适应酷

暑，经过千千万万年的演变过程，体态变了形，

叶子退化了，变成了针叶状的

小刺，这是从根本上减少了蒸

腾面，原来那些刺就是仙人掌

的叶子呀！多么神奇！

记得有一次，小伙伴们在

我家玩，玩着玩着不小心把放在阳台角落里的

仙人球的盆子打碎了。准备玩过再弄，没想到

给忘记了。一连过了一个多月才想起来，还以

为它死了呢。跑去一看，它居然还活着！爸爸赶

紧把盆子换了。我说：“这些不起眼的小刺还真

厉害，居然还能保命！”爸爸笑着说：“不光是

刺，你看它身体呈球形，就是用来蓄水，储存养

料的。它在那么干旱的沙漠里都能存活下去，

这点磨难算不了什么。”

是啊，仙人球没有婀娜多姿的身躯，生活

在贫瘠而干涸的泥土里，而它们却能以自身的

改变，来适应环境，顽强生存。小小的仙人球，

我向你致敬！ 指导老师 李红梅

我真崇拜她
!

市周巷中心小学六（
%

）班 汤中媛

她，一位活泼、天真、可

爱，整天笑嘻嘻的小姑娘。她

很喜欢跳舞，她的舞姿就像

翩翩起舞的白天鹅，美丽动

人，她就是我们舞蹈学习班

的成员———张悦琪，她可是我崇拜的人呢！

张悦琪很热爱舞蹈，对待舞蹈争分夺秒。一

次，我们来到学习班时，舞蹈老师还没来，于是，

同学们便聊天的聊天，吃零食的吃零食，追逐的

追逐……这时，我刚想坐下与其他同学一起聊

天，突然我看见一个娇小的身影像箭一样地冲

到播放音乐的舞台上。“谁呀？想干嘛？”我自言

自语着。

只见她涨红着脸，想把音箱搬下来，试了几

次都没成功，看到这儿，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

去，跟她一起把音箱抬了下来，她擦了擦汗，抬

起头，嘴角微微一扬，给了我一个甜甜的微笑。

然后，她用那甜甜的声音对我说：“你叫汤中媛，

是吧，我早就听说你的舞姿美、气质好，早就想

跟你交个朋友了，噢，对了，

我叫张悦琪，你以后一定要

多帮帮我呀！”我点了点头，

说：“好的，一定会的！”她笑

了起来，说：“现在，我们就一

起抓紧时间练习舞蹈好吗？”“好呀！”我爽快地

答应了。于是我急忙换好舞蹈服，在悠扬的音乐

声中与她翩翩起舞。

不一会儿，老师来了，看见我们正在跳舞，

便站在一旁观看，一曲跳完后，老师给我们提出

了一点儿建议：“你们跳得很好，步伐正确、舞姿

优美，就是脸上表情少了一点儿，如果表情丰富

些就完美无瑕了！”然后他又转身语重心长地对

其他同学说，“同学们，你们看，老师不在时，只

有张悦琪和汤中媛两个人在认真练习，而你们

呢？聊天，吃零食，追逐打闹，你们应该多向她们

两个学习呀！”说完，老师带头为我们俩鼓起掌

来，不一会，掌声便哗啦啦地一大片。我脸上火

辣辣的，再看看张悦琪，她的脸微微泛红……

瞧，这就是我崇拜的人，一个对待舞蹈一丝

不苟、争分夺秒的人。 指导老师 徐加浩

童年趣事
!

市临泽中心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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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周雨欣

童年的故事像海滩

上的贝壳，捡都捡不完。

有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

逝渐渐地淡了，消失了。

但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

忘，想起来就会偷偷笑上一会。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吃蜂蜜。蜂蜜甜甜的，

常给我带来无尽的快乐。一天，幼儿园老师说：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要你肯付出劳动，就

一定会有收获。”听了老师的话，小小的我当时

想：种蜂蜜那就得蜂蜜啦，那以后我天天都有

甜甜的蜂蜜吃了。想到这儿，我高兴得差点跳

起来。

一回家，我就跑到我家的菜园里。我先用

铲子挖了一个小坑，悄悄地把我喜爱的蜂蜜

倒进了泥土里，然后再用泥土把它小心翼翼地

填起来。我边填边嘀咕:“蜂蜜呀蜂蜜，你要快

点长呀，我可是把我家里一大罐蜂蜜都倒进去

了呀！你可别辜负我的期望。”看着填好的小

坑，我在旁边等了很久，总以为上面的土会慢

慢拱起来，可眼望花了都

不见一点反应。我安慰自

己：别急，种东西长得都

很慢的，我明天再来瞧

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满怀期望地来到小坑

边，仔细瞧了又瞧，可上面的泥土还跟昨天一

样什么反应也没有。我有些失望了，用手小心

地扒开泥土，发现里面有许多小黑点在一动一

动的。一看原来是许多小蚂蚁正吃我的蜂蜜

呢！一下子，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大声嚷道：

“老师骗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种蜂蜜怎

么是得蚂蚁呀？”不曾想，这话被妈妈听见了，

走过来问了原因，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傻

丫头，老师的话没错呀，等你长大了就能明白

的。蜂蜜可是蚂蚁最喜欢吃的，你这不是引狼

入室吗。”说着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拉着我

的手回家了。

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

笑起来。 指导老师 陈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