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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约礼 思圆行方

阅读 让我们的人生更美好
———南阳市第三十二小学教师阅读分享

随着和学生打交道的时光越
来越长， 我接触的教育理念也越
来越多，我开始反思：学生们在我
的课堂上究竟需要学到什么？ 能
学到什么？《做有温度的教育》一
书恰好给了我启发。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被
“温度”二字吸引，心里倍感疑惑，
究竟什么样的教育能够被称为有
温度？ 带着疑惑拜读了此书之后，

我收获颇丰。
方华老师让我见识到了教育

原本的简单模样：一腔真爱，一份
宽容。 他在书中提及：“只有真正
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人，教育才能
温暖，才会有温度，才能称为‘为
了孩子的教育’，才不是生存技能
的训练场。 ”日常教育中，我们总
是被诸多形式所束缚，被分数、荣
誉所绑架，却忘了教育的本质是返
璞归真。 诚然，好的教育应该是崇
尚平实，不屑于形式的教育；好的
教育应该是教人求真、向善，教人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

教育是一段富有诗意的修行，
教的是学生，修的是我们自己。 作
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要做有温度
的教育，不断地自我成长，自我觉
察，努力跟上学生成长的脚步，看
见学生行为背后的心理需要，真正
做到“你在我面前，而我真的看见
了你。 ”

牛玉睿

好的教育是教人求真向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版）》指出，阅读教学应让
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
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
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
启迪，享受审美乐趣。“阅读在悟，
悟情、悟趣、悟理。 ”这都告诉我
们，小学的阅读教学，要引导学生
在读书中感悟人生， 在读书中学
会思考，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教师要引领学生去悟。 感悟
不是通过教师的讲解就能获得
的，只有在教师的引领下，让学生
潜心读书，“沉入”书本，自己咀嚼
语言文字的滋味， 去体验语言文

字的感情，然后再“跳出”书本，将
感受表征为语言才能实现。

教师要教会学生在重点研读
中悟。 以一段课文或一个句子为
中心， 通过对其仔细的体味来加
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这是提升
学生课文感悟深度的重要手段。
学生的研读过程不仅是一个认识
过程，更是一个发展过程。 而对教
师来说， 重点研读则是引导学生
由对作品的初步印象上升到对其
精彩处、 细微处的仔细品味的重
要手段。

教师要教会学生在大胆的想
象中去悟。 让学生利用原有知识、
表象或经验， 对课文描写的人物
形象或事物、意境展开再造想象，
还可以就课文的描述进行创造想
象，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意境
更丰富。

朱熹说：“大抵观书， 先须熟
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
精思， 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
后可以有得尔。 ”阅读教学中，教会
学生去悟，不仅会使教学效果显著
提升，也为学生以后创造能力的提
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谢运丽

阅读教学 教会学生思考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 作为一名教师，我深知文化传
承的重要性， 也深感自己在传承
中华文化中的责任与使命。

在我执教的岁月里，我始终将
阅读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坚信，通过阅读，学生们能够跨越
时空的界限，与古代先贤进行心灵
的交流， 感受他们的智慧与情感。
为此，我特意在早读时安排了“经
典阅读”的环节，带领学生们阅读
《论语》《弟子规》等经典著作。

记得有一次， 我们共同阅读
了《荀子》中的“不知则问，不能则
学”这句话。 学生们初读时，只是
简单地理解了字面意思， 但当我
引导他们深入思考这句话背后的
含义时， 他们开始感受到了其中
的深刻哲理。

除了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
外， 我还注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生活相结合。 我鼓励学生们在日
常生活中发现传统文化的影子，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比如，在端
午节期间，我通过主题班会，并结
合《端午粽》一课和传统习俗，让
他们了解粽子的制作方法和背后
的文化内涵。 鼓励学生们亲手包
粽子，在包粽子的过程中，让学生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外，我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
学素养。 我鼓励学生们多读好书、
读经典书，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语
言的魅力、体验文学的情感。 我定
期组织学生们进行读书笔记分享
会，让他们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和
体会。这种分享会不仅让学生们有
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也让他们在阅
读中找到了更多的乐趣和动力。

作为一名教师， 我深知文化
传承的重要性。 我将致力于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继续引导学
生们深入阅读经典著作、 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我将努力培养学
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品质， 继续
践行传统文化的理念。 我相信，在
我们共同的努力下， 中华文化一
定能够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

典耀中华，赓续文脉。 这不仅
是我的信念和追求， 也是我对学
生们的期望。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
中华文化的瑰宝在我们手中得以
传承和发扬。

徐铮

与学生一起赓续中华文脉

典耀中华， 是使命感和责任
感的体现。 作为中华儿女，我们肩
负着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
任， 同时也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此，
典耀中华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使
命。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更
应该积极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
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发出更加耀
眼的光芒。

首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
加强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
素质。要深入研究和学习中华优秀
文化，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基本原
理和价值观念，通过不断学习和研

究，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文
化的精髓，在学习中提高自己教书
育人的理论素养，在实践中积累教
书育人的技能水平。

其次，要在实践中磨练自己，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我们
要与时俱进， 不断调整自己的奋
斗目标，使自己成为好学、爱学和
终身学习的楷模， 用全新的教学
观点和全新的教学理念， 为教育
事业做贡献。

再次，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在
创新中求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进步， 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
习意识， 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
生变化。 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
学工作过程中， 不断克服过去那
种传统的教学模式， 要用创新教
学模式和方法， 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

乐将青春化红烛，甘为人梯育
栋梁。作为人民教师，为人师表、无
私奉献是我们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我们要努力发扬红烛精神，使自己
成为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传播
者，播下思想和知识之种，植入理
想和智慧之苗。

双红闪

甘为人梯 培养时代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