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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
!

市实验小学 许森

上周五下午第一

节课，我们班的一个女

孩子不慎在操场上跌

到，当时还感觉没有什

么，也就没有告诉我。

第二节课，我正在办公室里备课，突然有个

孩子站在我面前，脸上还挂着泪珠，我一看

心疼得很，连忙问怎么了，是不是有同学欺

负你了，还是自己碰到了什么地方弄疼了，

或者是作业忘记带被老师批评了。孩子摇

了摇头说在操场上跌到了，是胳膊先着地

的，现在很痛。我连忙仔细看她的胳膊，关

节处好像肿起来了。好心的周老师刚准备

帮她绾起袖子看跌伤的关节，谁知她哎呀

一声叫了起来，疼疼。我感到事情不妙，就

立即打电话给孩子的父亲。她的父亲来了，

我建议他带孩子去医院看看，拍个片子什

么的，记得把情况及时通知我。

我心情很沉重，谁都不愿意自己班上

的孩子受到伤害，谁也不愿意意外的事情

发生，可偏偏发生了，怎么办呢？孩子的胳

膊万一有事，该如何和孩子的家长交代哦。

最好什么事也没有，这样大家就都放心了。

我在教室里，边让孩子做作业，边焦急

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还没有孩

子的消息，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放学了，

孩子的父亲来了，说是骨裂，医生说先保守

治疗，再看看情况，如果恢复不好可能要做

手术。我连忙安慰了几句，孩子的父亲很讲

理，没有说什么，可从他的脸色里我看到了

对女儿的担心。我是做班主任的，这件事虽

然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还是负有教育

不到位的责任。望着孩子父亲拿着书包走

下楼的情景，我很惭愧。

星期天，我给孩子的父亲发了信息，知

道孩子又去了医院，还绑了石膏。孩子一定

很痛苦，只是他在我面前不好意思流露而

已。我思考着补救的方法。

今天，孩子来上学了，左臂绑了石膏，

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孩子们一起围过去，问

长问短，表示关心。我悄悄地把班长和几个

懂事的孩子叫到了一边说，今天中午我们

买点慰问品去她家，让她感到集体的温暖

和同学们的问候。孩子们点了点头。课间我

让家长帮我买了慰问

品，直接送到了我的办

公室。我们班的家长很

好，对我的事一向是很

支持的。我为有这样的

家长而感到高兴，也让别的老师羡慕。

中午放学了，孩子的父亲来接孩子了。

我说要和孩子代表一起去看望，家长很不

好意思地说，老师就别麻烦了，又不是什么

大事。我说这是我和孩子们的一点心意，你

就不要推辞了。家长很感动，连连说谢谢。

我和几个孩子骑车来到了他家，刚进

门就看到了餐桌上摆着一盆漂亮的花，我

叫不出什么名字，花香很淡，但能感受到花

开得热烈。孩子和孩子的父亲请我和孩子

们坐下，就忙着切水果给孩子们，孩子们有

礼貌地接过来。

孩子们在一起谈着什么，笑声在客厅

里回荡。我和孩子的父亲谈了孩子现在的

状况，他告诉我，医生说恢复得还不错，就

是要注意休息。我回头又看了看孩子，她很

坚强，虽然左手不方便了，还帮父亲招呼我

们。消瘦的身影在客厅和厨房里来回闪动，

一如那餐桌上的盆花，朴素而坚毅，淡雅而

幽香。客厅虽不很大，可一切都显得井井有

条。

通过了解知道孩子的母亲在乡下工

作，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平时就是他们父

女在家，父亲还要忙于工作，有些事情就要

她帮着父亲做。她是很懂事、很孝顺的，学

习成绩在班上也一直名列前茅，一般的事

不用父亲操心。本来医生嘱咐要休息好几

天的，但她一定要坚持去上学，父亲拗不过

她，也不愿耽误她的学习，她就提前来上学

了。

我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正午的阳光

照了进来，光线洒在客厅里，也照在餐桌的

盆花上。花朵洁白纯净，还散发着迷人的芳

香，弥漫在房间里，袅袅地直钻进我们每个

人的心里，客厅里立即变得温馨了。

走出客厅，我又看一眼餐桌上的盆花，

在阳光的映衬下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我想，

其实每个孩子就是一朵美丽的花，每一朵

花都是孩子的笑脸。

浅谈如何指导小学生进行有效课外阅读
!

市周巷实验小学 陈松春

一、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让学生喜欢阅读

1、充分利用学校可用资

源，创造阅读的氛围

随着书香工程的实施，学

校的图书资源也不断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对

于小学生来说，这可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学

校还有阅览室，里面有大量的报刊杂志。我们充分利

用这一资源，结合农村学校的特点，中午几乎所有的

学生都在校代伙，因此每周利用中午时间安排学生

到阅览室读书，同时还让学生尽可能地有效利用学

校图书室的图书资源。第二充分利用学校的电脑房

组织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第三积极建设班级图书角。

动员班上学生把自己的好书、新书全都献出来，大家

共同分享。第四充分利用教室的墙壁展出名人名言、

经典诗文，乃至优秀学生的读书自创“小名言”。如：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每一面墙

壁，都浸润着文化气息，飘溢着浓浓书香。

2、科学安排课外阅读课，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我们学校早已把课外阅读列入课程表，每周一

下午固定有一节课外阅读课，它已成为综合活动的

主要课程。我把语文课与课外阅读有机联系起来，在

语文课上经常安排一些课外阅读，在课外阅读课指

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同时还开展一些读书心得交

流会，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传授科学的读书方法，让学生学会阅读

1、指导选择适合的书籍

课外阅读益处多多，但开卷未必有益。时下出版

物众多，鱼龙混杂，所以指导学生正确地选择课外读

物非常重要。我认为选择课外读物要注意下面几点：

一是选择课外读物主题要鲜明，思想健康。受年龄、

阅历、水平限制，小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够强，

所以我们不能低估不良读物给我们小学生带来的副

作用。二是选择课外读物要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过

深、过古、过洋的读物不仅浪费了学生的时间、精力，

收效甚微，而且会把学生引进死胡同。三是选择课外

读物要考虑儿童的个性。儿童的个性千差万别，对读

物的喜好各有差异，有的喜欢文学，有的喜欢历史，

有的喜欢自然。所以要尊重儿童的个性，鼓励自由发

展。四是选择孩子们感兴趣的阅读材料，为孩子们列

出了100本推荐阅读书目，《草房子》《长袜子皮皮》

《小王子》《青鸟》《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猜猜我有

多爱你》等一大批经典的优秀童书极大地吸引了孩

子们。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让他们广

泛地阅读，从而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课本阅

读的不足。

2、科学地确定课外阅读的量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小学高年级学

生的课外阅读量要达到100万字以上。这

是我们为学生确定课外阅读量提供的可靠

依据之一。但每个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同，接

受能力和领悟能力也不同，因而，每个学生

的课外阅读量也应不同。学生在每学期20

万字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

力以及身体状况，适当地增加课外阅读量。

3、注重课外阅读方法的指导

（1）阅读的方法是很多样的。默读、精

读、略读、浏览、诵读等方法都很重要。略读

可以粗知文章的内容快速捕捉信息，在于

发挥人的直觉思维。这种方法在课外阅读

中运用很普遍的。而对于有反复咀嚼价值

的段落，我们就可采用精读，把握它的结

构、用词的严谨等。当然我们还应重视诵读

在阅读教学中的作用。品味语言、重视积

累、培养语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诵读是

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之一。诵读，就是熟读成诵，通

过反复朗读达到熟练的程度，最终烂熟于心，不期然

地背诵出来。

（2）“不动笔墨不读书”，课内学习的读书方法，

可以适时地运用于课外。读书不仅要边读边想，而且

要边读边动笔，这样才有成效。所以对于中高年级的

学生，教师可引导学生写读书笔记。可以摘录优美、

精彩的词句、片断，编写提纲，写读后感等。课外读物

如果是自己的，还可用笔在感触较深的地方圈圈划

划，也可以在文章的开头、结尾旁边加上批注，使学

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三、重阅读评价，培养阅读情感

1、对课外阅读要调控。对学生课外阅读的篇目、

字数要经常统计，对阅读笔记要经常检查，以督促学

生形成习惯。要及时发现好的典型，组织交流，扩大

影响。教师每晚布置一定的阅读量，规定阅读时间，

让学生在家长的督促下完成阅读任务。

2、课外阅读要评价。阅读是一种很好的思维锻

炼，是促进智力发展的重要手段。课外读物中有千千

万万接触点与课堂所学知识是相通的。

3、在评价中培养阅读情感。阅读到一定的程度，

学生也会在日记中有所表达。因此，鼓励学生在习作

中运用积累的语言特别重要。对学生作文中的好词

好句，教师在修改文章时，用红笔标出并加以好的评

价，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慢慢体会到正确应用积累

的语言的方法。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在课外语言实践

中运用语言、评价同学的语言。在辩论会上，在小记

者会上，在演讲会上，对学生在表达时应用的好词好

句，都要予以充分的肯定。

四、充分利用阅读课进行有效的指导

1、课外读书指导课。这类课型，就是指导学生阅

读的方法。指导内容包括：怎样选择书籍，怎样阅读

一本书，如何做内容摘要，怎样在书上画批及写读书

笔记、读后感，从而使学生掌握阅读方法，提高阅读

能力。

2、课外读物欣赏课。这类课型就是让学生把阅

读的书籍中自己最喜欢、最感兴趣的部分通过表情

朗读、配乐朗诵、背诵片段、格言及表演等方式表达

出来，使大家在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对文章进行鉴

赏，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

3、课外读书汇报课。这类课型是通过学生汇报，

教师来检查学生课外阅读的效果。形式可多种多样，

生动活泼。汇报的方法有：

（1）举办讲演会。让学生将阅读的内容在归纳整

理的基础上，进行构思，结合自己生活、学习实际，自

拟题目进行演讲。这种形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认真

阅读的习惯，也可训练学生思维的敏捷和口头表达

能力。

（2）开展故事比赛或朗读比赛或成语连赛的活

动。教师以此检查学生阅读的情况和理解的程度及

口语表达的能力。“成语连赛”，还可以帮助学生积累

词汇，为作文打下良好基础。

（3）读书笔记展览。对坚持写读书笔记的学生，

给予肯定。把好的读书笔记张贴在“阅读之窗”专栏

上，以鼓励学生不断进步，从而增强阅读兴趣。

（4）书面作业练习。就读物内容，出一道或几道

练习题，让学生去做，检查学生阅读的能力。

总之，课外阅读关键在于坚持，教师及家长要经

常了解学生课外阅读的执行情况，督促学生完成定

性定量的阅读任务。

我为爷爷点个赞
!

市赞化学校九（
!

）班 金雅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放晚学一进家门，就听

见爷爷洪亮的声音，刚想开口

问，妈妈冲我做了噤声的手

势。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

口，轻轻把门推开一条缝向里张望。只见亮堂

堂的灯光下，头发花白的爷爷正戴着老花镜，

左手拿着手机录音，右手拿着演讲稿，大声地、

一字一句地、抑扬顿挫地读着。嘘，让我们来听

听，爷爷的演讲稿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由于生活所迫，我中断了钟爱的学业，含泪离开

了美丽的校园和挚爱的同学……”爷爷的声音

有些哽咽。前两天，爷爷在饭桌上曾提起那心

酸的往事。那时，爷爷刚上初中，和他母亲相依

为命，平时在学校只能靠最高助学金三元钱勉

强吃顿饭，没钱买菜就扒干饭，极偶尔的情况下

能带点咸菜就算是美餐了！听得我瞠目结舌。

爷爷曾带一条毯子到校住宿，可一次开校会后，

毯子不翼而飞，当时，家里只剩一床被了，爷爷

不忍心让自己的母亲受冻，只字未提。寒冬腊

月，吃干饭，蜷着身子睡觉，条件的艰苦可见一

斑。初一下学期，老师登门做工作，爷爷又去上

了一个月的课，最后含泪离开学校，出去学手艺

养家糊口。书读得少一直是爷爷最大的遗憾，

每每提起这事，依稀能看到爷爷眼里的泪花。

“……为了开拓市场，寻找商机，我和伙伴

们走南闯北，跑了国内好多大中型城市和欧美

的一些国家……”读到这儿，爷爷的脸上微微

现出笑容，声音也变得明快起来。我仿佛看到

爷爷坐在车上啃面包喝矿泉水四处奔波，看到

厂里的几百个工人忙着做外贸帐篷时红红火

火的情景，也想起小时候看过爷爷的相册，照

片上的爷爷笑容满面，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有

在威尼斯拍的，后面是建筑

物、桥梁和水上的小艇；有与

合作伙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拍的，后面有各色国旗；有在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梵蒂冈拍

的，金碧辉煌的教堂就在身后……爷爷的足迹

踏过了好几个国家，回来还绘声绘色地为我们

讲述各地见闻：“梵蒂冈非常小，但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人们的生活非常富裕……”看着爷爷

带回的美丽画册，加上生动的讲述，我悠然神

往，对爷爷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了经济基础

后，我为村里办了好多公益性事业……”出钱

修路，村里人再也不用在泥泞中跋涉；办自来

水厂，村里每家每户都喝上干干净净的饮用

水；建村诊所，方便村里人就近治疗……一人

致富，造福一方！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啊！爷爷

做厂长，提高效益，兼任村党支部书记，为民办

事，在山广村有着极好的口碑。听着听着，我觉

得这演讲稿不单单是书面意义上的白纸黑字，

而是爷爷以努力为笔，汗水为墨，一横，一竖，

一撇，一捺，认真书写出来的辉煌人生！

“……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我，我感到

十分惊喜。看了邀请函，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这几天回家，我总是看到爷爷与他的同

学兴奋地交谈；请客吃火锅时，优雅的环境没

心思看，咕嘟咕嘟冒泡的小火锅没心思吃，一

个劲地在那儿讲啊，笑啊，感慨啊，干杯啊。他

还请爸爸帮他修改打印演讲稿一遍又一遍，请

妈妈教他朗读一遍又一遍，反复录音，反复听，

反复练读。奶奶嫌老头子烦，妈妈笑爷爷是离

群的孤雁找到了组织，我看着为同学五十年聚

会而处于亢奋状态的爷爷，觉得他更加可爱起

来。我想，爷爷的这一份热情定是源于他对同

学情的珍惜吧！

耳边还响着爷爷声情并茂的朗读，尽管是

带有高邮口音的普通话，但一点都不影响表达

的效果，因为爷爷是在全身心地投入，娓娓动

听地讲述他的精彩人生。家庭贫寒志气高，拼

搏闯荡获成功，时刻不忘家乡人，同学情谊记

心间。我为这样的爷爷点个赞！

指导老师 周晓静

除夕的萝卜糕
!

市经济开发区初中 唐传江

除夕那天的早晨，全家

人起床后，都纷纷给爷爷拜

年，祝愿爷爷幸福长寿。爷爷

格外高兴，笑呵呵地说：“今

天咱们按台湾风俗过年，我

给你们做萝卜糕吃。”

爷爷早就给我们讲过台湾亲人吃萝卜糕的

故事，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做过，今年我可要仔细

领教爷爷做萝卜糕的手艺并品尝萝卜糕的味道

了。我和爸爸很快收拾好屋子。按照爷爷的吩

咐，全家五口人都为做萝卜糕忙碌起来。

爸爸一边剁着肉，一边用他那五音不全的

嗓子哼着别有风味的歌曲，逗得全家哄堂大笑。

我边舀米，边看大家。爷爷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笑得胡子翘得老高，他好像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磨米声、剁肉声、欢笑声充满了全家，奏成了一

支欢快的交响曲，真热闹啊！

爷爷戴着老花镜，用我们准备的原料，精心

地做着萝卜糕，一会儿和米

面，一会儿拿萝卜丝，一会儿

往里放肉，一会儿又往里倒

佐料，动作是那样娴熟。不到

一支烟的工夫，一个又大又

圆特别精致的萝卜糕展现在

全家人面前，我鼓掌为爷爷喝彩。爷爷小心翼翼

地把制作好的萝卜糕放到盘子里，放进高压锅

里蒸去了。过了一会儿，高压锅里散发出诱人的

香味，我恨不得马上吃到口，爷爷像是看透了我

的心思，笑着说：“传江，可别流口水呀！”一句

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我不好意思地扑到爷爷的

怀里笑了。

晚上，全家围坐在一起，一边谈论着过年的

喜悦，一边吃着爷爷给我们做的萝卜糕。看到我

们个个吃得这么香，爷爷满意地笑了。

过年的日子真好，可以吃到爷爷做的萝卜

糕，多幸福啊！ 指导老师 赵桂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