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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活动是“常态”的。

学校实施顶层设计，将阅读与课程教学紧密结合，使之具
有结构化、系统化、长期化的保障。

三个“三”建立读书机制

在课程设置上保证———学校将读书活动“机制化”，每个
年级课程设置上的三个保证：每周排一节阅读课、每周进一次
图书馆、每周有一次借阅时间。

在阅读时间上保证———学校将读书活动“定时化”，在阅
读时间上保证每天三刻钟：晨诵一刻钟———朗朗书声、午听一
刻钟———静静倾听、晚读一刻钟———默默阅读。

在阅读内容上保证———学校将读书活动“演绎化”，三个
维度让学生爱上阅读，让读书陪伴成长：师生共读———上好指
导课，写好读后感；社团互读———以书会朋友，以诗聚相会；家
校齐读———爸妈故事会，好书共分享。

语文走进阅读更有章法

本学期，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双减”，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
生活，语文组老师结合阅读教学和学生年段特点，开展系列学
科活动。

一年级：“走进故事王国”讲故事比赛。 为了激发一年级学
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增强他
们的自信和勇气，鼓励他们大胆表达，学校在金秋 11 月拉开
了“走进故事王国”讲故事比赛的序幕，学生积极报名，精心准
备了视频。 同时也挖掘出了一批讲故事佼佼者，他们不仅表达
能力强，还有极强的表演欲。 在所有提交的视频中，各班根据
要求选拔出了 5 名故事大王以及若干名“故事达人”，在表达
方面还有待提高的学生则获得参与奖。 一枚奖牌、一张奖状、

一份礼品给学生们带来了莫大的鼓励。

二年级：突出主题阅读理解。阅读理解，是学生在语文学
习中重要的能力之一。 二年级语文教学， 以单元为依据，确
定了植物篇、农家篇、儿歌篇 、风光篇和伟人篇等主题 ，并以
此选择文章。 文章既有简短、浅显的儿歌，也有篇幅较长的故事、散文。 对于文本
的理解反馈，既有读 、思 、写等颇具语文特色的方式 ，又有演 、画等跨学科整合的
方式。

三年级：开展“与书交朋友”读书小报制作活动。 积极引导学生开展“与书交朋
友”读书小报制作活动，让学生在进行阅读时做好读书笔记，通过“好词好句摘录”

“想一想”“画一画”“说一说”等板块，让学生积累词句，表达阅读感受，从而有感想、

有收获。 阅读小报的创作不但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形成积累，培养阅读、想象、创新
的习惯，更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读写能力。

四年级：做“阅读卡”进行读书交流。 四年级的语文学科活动延续了三年级的
“快乐读书吧”，结合教材上的“神话故事”单元，推荐学生阅读神话。 通过做“阅读
卡”进行读书交流，完成后在班级中展示，并评选出“我喜爱的阅读卡”。 通过活动，

学生将自己印象深刻的神话故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现出来，激发了想象力，同
时感受到神话故事的神奇色彩，体验了更多的阅读乐趣。

五年级：在“书签”上写写画画分享感受。 五年级组的语文学科活动，结合课外
阅读推荐学生三本好书《狐狸打猎人》《人民卫士》《城南旧事》；让学生在书签上写
写画画，分享对这三本书的阅读感受。 这样，既提高了阅读的兴趣，又能把自己的体
会加以分享，还能陶冶情操。

阅读工具的开发

阅读工具的开发，对学生的阅读思维和习惯的养成具有极大的作用。 如何更好
地指导学生落实“快乐读书吧”的教学要求，学校根据单元的语文要素，制定了有针
对性的阅读工具———“阅读成长档案”，助力学生课外阅读，真正做到“得法于课内，

得益于课外”。

“阅读成长档案”由五部分组成：一是“阅读进度表”：每天设定固定阅读时间，

形成阅读习惯，体现持续性和连贯性，显示阅读量；二是“书籍基本信息”：学生选择
所阅读的一个故事完成阅读记录，填写相关的信息；三是“我眼中的神奇”：学生在
选择的故事中将令自己感到神奇的情节进行摘录，积累作文素材，积累成自己的资
料库；四是“我眼中的主人公”：选择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作简要的评价，边阅读边思
考，将故事中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语言，从而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五是“我发现
了神话的奥秘”：发散性思维，在大量阅读后进行归纳总结，并形成自己的认识，写
下发现了神话的什么奥秘。

阅读指导工具，既帮助学生独立地运用方法，专注地去阅读整本书，又能够让
他们建构起这一类书籍的阅读方法和思维习惯。

文化热线“上书架”

培育读书活动的“特色项目”

读书活动是“动态”的。

学校以学生为本， 注重读书活动的
兴趣、智趣、志趣、情趣的广泛散发，经过
多年努力， 形成了一师附小独有风景的
读书传统项目， 让读书活动成为文化传
播的热线。

传统显底蕴
一师附小古诗词大赛

一师附小古诗词大赛从 2018 年开
始举办，3-5 年级的学生可以自主报名
参与。大赛每年一届，至今已经连续举办
了 3 届。 从海选到复赛，最后到决赛，为
时一个月。

海选和复赛采用的是笔试形式，通
过诗词的背诵，古诗文常识的积累，以及
诗词鉴赏等方面， 考察学生的古诗词基
本素养。

决赛则与中央电视台的诗词大会形
式相似。 选手们身穿汉服， 有的手执羽
扇，有的头戴发钗，很有一番古韵。

比赛题型分为必答题， 抢答题和飞
花令三部分 。 必答题考验的是学生对
于古诗词的积累 ； 抢答题考验的既是
他们对文史知识的了解 ， 同时也是现
场反应的比拼 。 台上选手沉着冷静 ，

对答如流， 台下的后援团也整装待发，

随时支招。

选手们经过了第一轮必答题的 “找
诗句”和“诗词接龙”两个环节的比拼，四
支队伍比分相差无几， 大家气定神闲地
进入到扣人心弦的抢答环节。

这一环节包含了 “诗词常识 ” 和
“点墨成诗” 两部分。 这是今年的场面
情景 ： 表现最出色的 “傲雪寒梅队 ”，

几次都在没有参赛队能答出的题中灵光

闪现， “诗” 出惊人。 整个抢答虽然只
有短短二三十分钟， 却把诗词大会活动
推向了高潮。

最后，“翰林队” 获得团体第四名，

“飞鸿队”以 240 分的成绩位列团体第三
名，“羽扇纶巾队”以 10 分的微弱优势获
得团体亚军，“傲雪寒梅” 队以遥遥领先
的 280 分获得了团体冠军称号。

结束了团体赛的角逐，

台上只剩下了六位学生，最
激动人心的个人赛即将开
始，各年级的两位诗词小达
人要通过“飞花令 ”的形式
比拼出最终的“擂主”，都不
免有些紧张。鲁校长分别为
三组选手挑选了关键词
“家”“人”“地”。擂主赛从三
年级开始，两位小选手虽然
年纪最小 ， 台风却落落大
方，而最后出场的五年级选
手明显成熟老练， 你一言，

我一句，针锋相对 ，赢得了
台下阵阵掌声。 最后，全校

师生共同瞩目的年级组“诗词擂主”诞生
了， 三位选手在大家的掌声中接过了鲁
校长颁发的奖状和奖牌。

诗词大会的成功举行 ， 引导学生
们走进了古典诗词的海阔天空 ， 使他
们在吟诗作赋中提升思想境界 ， 提高
气质修养。

特色溢文韵
自编《赏春、咏夏、赋秋、吟冬》诗集

这是一本本由学生自编的 《一师附
小学生诗集》， “赏春” 的封面燕子翩
翩 ， “咏夏 ” 的封面荷花朵朵 ， “赋
秋” 的封面枫叶片片， “吟冬” 的封面
雪花飘飘， 一年四季的景色在学生手中
成为 “调色板”， 被赋予了自然的色彩，

抒发了热爱自然、 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
的炽热情感。 “孩子们用明眸捕捉春的
消息， 用耳朵倾听春的呼唤， 用心灵感
受春的生机 ， 用妙笔描画春的诗意 ”，

副校长、 语文特级教师谭姗姗曾在第一

本学生诗集的 《序》 中有感而发。

这份 “快乐读书长作业”， 在学生
手中， 制作成了装饰精良的 “传承中国
文化 品味美好生活” 的 “赏春、 咏夏、

赋秋、 吟冬” 的款款诗集， 令人耳目一
新， 爱不释手。

在一师附小， 读书活动富有文化色
彩，已成为主色调。

创意激才韵
创作《二十四节气诗配画》学生绘本

学生通过长期的读书活动浸染， 激
发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民
族艺术的喜爱之情， 也激发了运用所学
知识表现诗意生活的创意之情。

学生在老师引导下自发组织一次班
队会， 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 了解二十
四节气具体指的是什么？ 每个节气各有
什么特点？ 去找找与节气相关的古诗，

以及诗人的简介和创作背景， 最后动手
为节气 “诗配画”。 学生们在分头行动
后自豪地告诉老师： 二十四节气是通过
观察太阳周年运动， 将天文、 农事、 物
候和民俗巧妙的结合； 它衍生了大量与
之相关的岁时节令文化， 成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四节气
在国际气象界被誉为 “中国的第五大发
明”， 2016 年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华文化再次被国际社会认可。

而一本《二十四节气诗配画（一师附
小学生绘本）》， 就这样诞生了，54 幅出
自三年级学生之手的绘本为二十四节气
配上了诗与画的佳作。

每一年都有很多节日， 学校特意安
排与此有关的阅读内容， 对中国的传统
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

中秋节、重阳节等进行“节日阅读”，学生
们纷纷去找找相关资料， 了解民族节日
的来历、历史、相关传说、习俗等，并结合
自己在电脑课上学到的本领， 制作电脑
小报，兴趣高涨。

让阅读成为学生成长的“文化旅程”

阅读，是人生的“幸福列车”，也是
小学生成长的“愉快伴侣”。阅读的宽度
几乎与生活的域度相等，接受教育的深
度也与阅读的广度相连。 因此，从小培
养阅读意识，优化阅读思维，掌握阅读
方法，形成阅读能力，获得阅读艺术，是
学校打开优质教育的“核心窗口”，也是
学生健康幸福成长的“关键能力”。

正因为此，秉持“愉快教育”的一

师附小， 始终将阅读放在办学重要地
位，并进行系统化、结构化、优质化的
建构和实施。而有文化地阅读，是学校
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内外、 校内外读书
时的最大考量和科学遵循。这种阅读，

强调阅读素材的文化内涵， 强化阅读
内容的文化联系， 强劲阅读方式的文
化呈现，强壮阅读赋能的文化根基。

让学生从 “自然人” 变成 “社会
人”，这是教育的目标，让学生从“读书
人”变成“文化人”，这是阅读的力量。

文化性建树的阅读， 好比开垦一片文
化沃土，好比烹饪一道文化大餐，必将
使基础性、功能性的阅读进入文化性、

人文性的更高境界， 让学生获得更有
营养、更有滋润、更有魅力的教育。

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 “文
化旅程”，我们的阅读会更高雅地走进
学生的心里， 伴随他们更愉快地走向
幸福的未来。

（作者为特级教师、特级校长，正
高级教师，一师附小校长）

■鲁慧茹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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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师附小 ，读书
成为一次次追寻文化
的快乐旅程 ， 学生的
“读后感” 变成了五颜
六色的“调色板 ”，变成
了具有文化韵味的书
签 、卡片 、小报 、诗集 ，

甚至绘本。 眼花缭乱的
“读后感”，活脱出学生
沉浸在读书文化的浓
浓氛围中而喜不自禁
的快乐模样。

你瞧 ：五 （4）班吴
承译做的 “书签 ”别具
一格，卡通变体的猫头
鹰贯穿，纸折出的形象
活泼可爱，而这一“款”

正与他的 《狐狸打猎
人》的“读后感”相得益
彰。 “近期，我读了几本

书，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狐狸打猎
人》，这本书中的故事真是令人回味
无穷啊！ ”他话锋一转，俨如“猎人”，

久经沙场， 从容写道：“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任何传言都是不可信的，只
有亲自验证，才能知道是真是假，每

个人都要有真本领， 这样当遇到困
难时，才能勇敢地战胜它。 ”这样的
“书签”在一师附小是“家常便饭”随
处可见， 还成为学生课间交流读书
体会的“大会师”。

而形状各异的小卡片、小报更独
有一功。一则《愚公移山》的“读后感”

做成了萝卜状卡片，富有寓意，分设
“故事简介”“传说人物”“近义词”“反
义词”小栏目，学习成果跃然纸上，出
自四（3）班叶辰琳之手。而四（3）班陈
季源制作的一张“读书卡”变成了思
维导图，演绎了“牛郎织女”的万千气
象，非常形象有趣。

校长鲁慧茹说：“读书活动的文
化品位，正体现了愉快教育‘爱、美、

兴趣 、创造 ’的四要素 ，是校园文化
书香化的集中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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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是以 “愉快教育” 而盛名的。 这所由著
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1945 年创办的上海市首批实验性小学，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愉快教育” 的整体改革， 提出 “教学生 5 年， 为他们想
50 年， 为国家民族想 500 年” 的理念， 提炼 “爱、 美、 兴趣、 创造” 四
要素， 至今已出版了 17 本教改经验文集， 被国家教委誉为实施素质教育
的一种比较成功的模式， 并作为第一批教改经验向全国推广。 愉快教育教
改成果获全国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愉快教育” 是教育思想的一种根本转变， 它是从培养人才的基本点
出发， 实施智能教育、 情感教育、 意志教育并重的整体性人格教育， 学校
的优秀文化和历史沉淀在传承中提升。 学校坚持办学宗旨： 让每一个学生
拥有幸福的童年， 让每一个学生获得愉快的发展， 旨在培养拥有 “美好的
心灵、 聪明的才干、 健康的身心、 活泼的个性” 的时代少年。

作为 “愉快教育” 的重要载体和支撑， 学校富有文化内涵、 文化气息、

文化品质的读书活动由来已久， 成为办学传统和鲜明特色。 尤其是近年来，

学校将读书活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文化立校的深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用文化赋予读书的高尚品质， 用文化赋
能读书的教育情怀， 用文化赋增读书的长远效应， 使读书活动进入了以文
化人的新阶段， 提升了读书活动的新境界。

让书香浸润校园生活， 让阅读成为学生益友， 这是读书活动文化的底
色； 与书相伴承 “传统”， 知书创文激 “活力”， 这是读书活动文化的本色；

促进学生有文化的全面成长， 这是读书活动文化的亮色。

学生从 “被读书” 到 “要读书”， 再到 “会读书”， 阅读已成为强烈意
识和自觉行为。 怪不得有人说， 当你来到一师附小， 一定会被浓浓的读书
文化味所感染、 所熏陶、 所折服。

文化长线“做书房”

打造读书活动的“宜阅环境”

读书活动是“生态”的。

读书注重文化的潜移默化，环境匹
配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师附小目前分为两个校区 ， 布
局充分体现绿色环保理念和愉快教育
文化内涵 ， 形成 “绿 、 雅 、 美 、 乐 ”

的怡人空间。

让随处阅读成为环境的“主角”

阅读环境的建设更有亮点。 这里，

阅读硬件到位，读书氛围浓烈，从学校
展示大厅到每层楼的开架式阅读廊，再
到班级阅读角，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
壁， 每一条走廊都是各具特色的阅读
区，一景一观，一室一馆，皆有书香。

随着阅读形式的多样化，图书馆启
用“RFID 自助借还系统 ”，真正做到以
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充分满足学生对
图书借阅量的渴望。技术的飞跃带来了

服务的演化更新，逐步实现从传统图书
馆向智能图书馆的转变。作为上海市中
小学示范图书馆，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中
小学图书馆先进集体、上海市中小学生
读书活动先进集体和全国读书读报先
进集体 、2018 年被光荣地评为全国中
小学“最美校园书屋”。

让图书馆成为阅读的天地

总校目前有 1300名学生， 拥有高、

低年级两大图书馆， 分别有 500多平方
米。 位于一楼的低年级图书馆兼亲子阅
读吧， 内设讨论分享区域、 合作表演区
域、苹果小屋区域、数字阅读区域、亲子
阅读区域等。 森林小火车“阅读号”穿梭
其中， 学生们犹如小鸟畅飞在知识的丛
林中，品味着阅读带来的无穷乐趣。五楼
的高年级图书馆，内设阅读演播区域、信
息冲浪区域、个人外借区域、悦趣阁体验
区域、教师阅览区域等。 馆内色彩明亮，

绿意盎然， 充满着温馨和浓郁的文化氛
围。 总校区总藏书量 101458册，学生人
均 62 册，阅读走廊、阅读书库、流动书
柜、自助阅读机、电子阅读屏、电子阅读
茶几、班级图书角……在这里，静心阅读
着的学生是自由的、快乐的、享受的。

让书香浸润校园生活 让阅读成为学生益友

与书相伴承“传统” 知书创文激“活力”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活动“文化年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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