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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山竹”遇上蕊春

通州区新联小学 陈海林

超强台风“山竹”从遥远的太平洋呼啸而来，沿途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但9月17日回

首俯视通城时却报以温柔一笑，一路秋雨霏霏，时断时续，极具诗情画意。与此同时，通

州区第三届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在实小开展的第二次活动，让所有学员着着实实地与蕊春

课程撞了个满怀。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诗性文本的欣赏型设计。根据计划，上午学员们认真观摩了三节

优秀展示课。三节课选材不一，风格迥异，各有不一样的精彩，都洋溢着浓郁的诗性美，

彰显着生命课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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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老师为学员们执教了《古诗两

首》。在教学过程中，张老师一是突

出一个“读”字，他以读贯穿课堂，

引导学生循着“初读”“解读”“品

读”“研读”循序渐进，逐步完成教

学任务。二是体现一个“我”字，整

堂课采用“我”课堂的教学模式，孩

子们在张老师的引领下，解题导入，

激发兴趣；初读古诗，读出节奏；走

进石灰，读懂诗意；了解诗人，读出情感；运用方法，学习墨梅；诗歌拓展，自主创作，

在自学、合作、探究中，逐层走进文本、深入文本、拓展文本，将《石灰吟》《墨梅》两

首诗完美演绎。

“看虫子的表情，在说什么呢？”

“百足虫爬到小草身边，会发生什

么故事呢？”

“小虫给蚂蚁写信，他在叶子上咬

了三个洞，表示什么呢？”

……

这些是杨玉林老师在执教《蕊春虫

趣》时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的话题。这些

充满想象力和童趣的问题让小朋友们兴

趣盎然，各种奇思妙想脱颖而出，而这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诗歌中“西瓜里最甜的部分”。

张老师带领孩子们在蕊春园观察树叶，聆听虫鸣，并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用诗意和

童趣的眼光去体悟大自然的美好，去酿制西瓜里最甜的部分。

石灰有义诗有情

西瓜里最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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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沛霞老师执教的《蕊

春楹联》，取材于蕊春园内

的各种对联，“晚香阁”

“桃李园”“蒹霞榭”“葫

芦池”都被搬上了课堂。学

生们一会儿在诗歌王国里徜

徉，一会儿在蕊春园内嬉戏，

一个个兴趣盎然、神采飞扬。

黄老师将通州作家黎化、清

末状元张謇以及自己创作的

对联呈现在学生面前，带着

他们读、赏、品、悟，还让学生用南通话去读对联。整堂课精彩纷呈、妙趣横生。

蕊春园堪称“通州实小的九寨沟”，这里不仅是一处人文景观，更是一个露天的大课

堂，一座丰富的资源宝库。在这里，一棵草就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一声鸟鸣就是一曲婉转

的音乐，一池碧水就是一部大百科全书。这里是人文和自然，生命与诗情的和谐统一。培

育站的学员们通过这三堂课的观摩，感受到诗意课堂的魅力，学会了如何去巧妙地将传统

文化与校本课程有机融合，让诗歌与美好在儿童的心间流淌。

妙制园林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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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培育站指导组成员、著名

特级教师朱国忠为学员们做了《小学

创美语文：培养未来等待的人才——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学科化表达》的

讲座。他提出：语文从本质上来说就

是创美。核心素养的学科表达就是创

美二字。他认为要激发儿童的言语生

命动力，艺术的童年，本能的缪斯。

朱老师用“查理与萝拉”的故事生动地得出结论：美感和创意是从爱心中产生而来的，写

作的第一技巧是爱语文，爱他人。

朱老师从“什么是美感创意力”“为什么要重视美感创意力”“什么是美感创意力的

支撑力量”“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美感创意力”等几个方面，用一张张图片，一个个案例

来诠释存在于生活和文学中形式多样的美，并追溯分析这种创意力的来源。

他从芬兰的国民创意指数之高谈到以唐代孟郊为代表的中国文人是靠诗歌来呼吸的；

从陶渊明的“有风自南，翼比新苗”谈到曹文轩的“记忆力比想象力重要”的颠覆性观点；

从内尔·诺丁斯的“学会关心”和雅斯贝尔斯的“爱”谈到自己母亲方言口语中的睿智与

创意力。

朱国忠老师用感性的语言，从独特的视角为学员们奉上了一顿美学大餐。学员们也感

慨良多，受益匪浅。

培育站一天的活动安排得丰富而有意义，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儿童诗歌，无论是创美

语文还是蕊春课程，带给我们的不仅有心灵的洗礼，还有精神上的丰盈。这些带给我们的

影响不亚于“山竹”的莅临，当“山竹”遇到“蕊春”，产生的不仅是“头脑风暴”，还

孕育出的了多么神奇而美妙的诗性教育梦想。

创美语文，让爱向更深处漫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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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视角，处处皆课程

新联小学 薛晓光

与传统文化相伴，和蕊春课程同行。今天我们上午一起观摩了 3堂中华传统文化课堂展示，张

建老师的《古诗两首》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法去进行古诗教学，整体建构，一点突破；关注写法，

关注朗读；以点带面，整体阅读。既节约了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又在不知不觉中教给了孩子们古

诗学习的一般流程。杨玉林老师的课堂轻松活泼，整节课孩子们在快乐中猜谜，在快乐中学习。表

面看似简单，实则匠心独运，处处饱含着老师的良苦用心。黄沛霞老师的楹联课堂，内容取材于孩

子们熟悉的蕊春园，来源于孩子们嬉戏玩乐的校园。因此，整堂课，孩子们没有丝毫的陌生感，课

堂气氛融洽自然。在老师的精心引领之下，孩子们快乐地与园子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与园子曾

经的主客展开了一场时空对话，爱园爱校之情也在课堂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近几年，课程开发成了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几乎所有学校也在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开发属

于自己学校的特色课程。但一阵躁动之后，结果却因校而异，部分学校风生水起，热火朝天，少部

分学校却不曾寻得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和有力的支点，于是乎只能羡慕别人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和

师资条件。

漫步于这座充满文化气息的蕊春园，我

们不得不赞叹实小人的目光敏锐、思维睿智、

文化高深，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亭台

楼阁、花鸟虫鱼……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演变

成了学校的特色课程。蕊春园的虫子成了孩

子们的好伙伴，蕊春园的楹联丰盈了孩子的

精神世界。

作为一个非实小人，我们不禁要问，属

于我们的那些乡下学校，有没有可能也构建

起属于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呢？细细想过，

答案是肯定的。诚然，城镇有城镇的优势，

但是，乡村也有乡村的长处。清新自然的地理环境，淳朴憨厚的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农作物种

植……这些都是城里学校难以具备的，羡之不及的。作为农村学校，如果我们也有长远目光，从细

微处着眼，从细小处落脚。我们乡村学校的独特历史、传统文化、自然环境，珍贵的校友资源、农

村的风土之情，都是值得我们开发和研究的宝贵资源。只要我们抓住其中的一点或几点，生发出去，

细细挖掘，努力构建，不断提升。总有一天，我们的课程文化与课程教育定会变得异彩纷呈。

这世上本不缺少课程，缺的是善于发现的眼睛。换一种视角，原本的普普通通便可能幻化为精

彩纷呈！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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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诗意清秋里 暗香浮动醉人心

张謇学校 张秋红

一空澄碧一园清秋，再次品读蕊春园，那晚香阁前垂布

着的密密实实的皂角，延月亭下盛放着的烈烈灼灼的曼殊沙

华，无一不让我感受到王笑梅校长的一腔诗意一身风华。蕊

春课程就这样灵动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观摩着蕊春

课程团队名师的课堂风采，空气里，浮动的是暗香，沉醉的

是人心。

马卡连柯早在《教育诗》中理直气壮地说，对课堂教学

的最高赞美应当是：“就像一首诗!”是的，实小名师们的

课堂的确是一首诗，听得我们物我两忘；名师们的风采也像

是一首诗，看得我们如痴如醉。

张建老师的课堂返璞归真，自然、大气。认识诗人、了

解背景；理解诗意、感悟诗情；创设情境，激情朗诵；故事

延伸，拓展内容……从这一系列教学设计中，无不透出教者

的思考、探索与创新。张老师的课堂教学，没有简单地停留

在整体性的、浅层次的对文章的解读上，而是突出重点，点

拨学生研读，开头张老师清楚介绍了“吟”这种文体的写法，

包括后来的“托物言志”的特点。课堂注重气氛的渲染和情

感的铺垫，充分地点燃学生的诵读激情，一次次“入情入境”的朗读很有感染力。总之，这是一堂很有实效

的课。

杨玉林老师一出场，便令人眼前一亮，气质绝佳的她嗓音温柔甜美，令人心间不觉浮现灵气细致此类词

语。初始，便觉得舒服。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学的展开，互动的深入，渐渐地，觉得自己融化在了她的《蕊

春虫趣》课堂教学中。虫子的世界多么有趣奇妙，“不直说，让别人去回味。”“不说全，让别人去回味。”

“有节奏，让别人去回味。”课堂上小手如林，杨老师既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化的理解，但又不听之任之，而

是以自己深厚的文学修养、非凡的教学机智，适时地、恰当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的思维之花在她的激发

与呵护下竞相开放，呈现出了“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学生的个性真正得到了自由舒展，生

命也得到了自觉而健康地成长。此时，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杨老师的课堂教学，确是一首情境交融、意境

深邃的诗，让人怦然心动、“物我两忘”，令人回味无穷、受益匪浅。

《蕊春楹联》题材本身就十分吸引人，黄沛霞老师从容亲切的课堂语言，精巧灵秀的课堂设计绵绵密密，

丝丝扣人心扉。欣赏蕊春美景，趣赏蕊春对联。结合孩子已有的对春联的了解，概括对联要注意对仗，字数

相等，读起来抑扬顿挫。“赏蕊观园知物理，寻春踏院悟天真”“静观鱼读月，笑对鸟谈天”等园子里多个

对联的品读让孩子们了解了藏头联以及对联词句要应景，并且运用古语、方言的朗读让课堂流淌着有趣、古

朴又感人的情意。而黄老师自己创作的对联更牢牢攫紧孩子们的眼球，让孩子们由心底感到对自己老师的敬

服。而后抛出实小老师们的精彩对联，孩子们的精彩对联......通过大量对联的品味、赏析，使学生真正体

悟到对联那精炼的语言、独特的风姿、奇妙的魅力和高雅的情趣。之后，填补对联，锤炼语言便水到渠成了。

最后，孩子们跃跃欲试，已经能牛刀小试了。

朱国忠主任被冠以实小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什么境界？下午，朱主任的创美语文就诠释了这一境界。

他说：创意力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美感的支撑力量是爱、记忆力、言语生命力。这

一切不正是蕊春课程的内涵解读吗？

最后，我想说名师们的语文课引领孩子在文字的世界中徜徉，在碰撞中得到思想的顿悟，心灵的震撼、

情感的升华、灵魂的洗涤。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就在不着痕迹的美丽“诗情”中得到了和谐统一。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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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春九月诗意浓

石南小学 杨小琴

九月，收获的季节，一场秋雨后，凉凉的秋意氲氤

通州实小。我们培育站第二次活动如期开展。上午，根

据本次活动的主题：诗性文本的欣赏型设计，安排学员

们观摩了三节优秀的展示课，这三节课虽然风格迥异，

但都极具审美特色，儿童沉浸在诗性美的课堂中，充满

了幸福感。

第一节课，张建老师为我们执教了《古诗两首》，

分别是《石灰吟》和《墨梅》。张建老师抓准这两首诗

的共同点，都是借物表达自己高洁、正直，不与世俗同

流合污的精神情怀。在整堂课大的结构上采取由扶到放

的过程，使学生当堂学以致用，锻炼了孩子们解读诗意，

感悟诗情的能力。重点教授的《石灰吟》，以读贯穿始

终，由“初读”“解读”“品读”“研读”，层层深入，

由表及里，从了解石灰，到了解于谦，到体会石灰和于

谦一致的高洁、正直，直至在教者设置的情境之中，动

情地朗诵，达到了和诗作者情感共鸣的境界，孩子们感

受了于谦的诗性美和人性美的统一。

第二课 杨玉林老师执教了《蕊春虫趣》。在这堂课中，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走进虫子的世界，

从猜谜语，猜表情，到猜诗心，猜现象，由表面到心灵和思想，有趣的形式，富有童真个性的想象，

灵动可爱的语言，逐渐把孩子引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杨老师还在这猜的过程中和孩子们一起总结了

写诗的秘诀：1不直说 2不说全 3有节奏，把诗歌的秘密在具体的童诗欣赏中用最浅显通俗的话

一语道破，孩子们好不欢喜，纷纷兴致盎然地创作出令人惊喜的诗句。

第三课 ，黄沛霞老师执教了《蕊春楹联》，这节课当中，黄老师和孩子们徜徉在蕊春园之中，

亭台水榭的错落精致，与楹联的对仗平仄呼应，景映着联，联和着景，联因景而生趣，景因联而灵

动，诗情和画意交融在金秋的实小，在孩子们心里。

诗歌，沟通了人和自然，实现了物我互换，产生了奇妙而美好的幸福感。是的，蕊春园的一草

一木，一虫一鸟都是美育课程资源。其实，只要你有发现美的心，广阔的大自然何尝不能成为课程

资源，我们每一位老师，都应当有一颗诗意的心，带领孩子们走进美育课程，感受诗意的美好。

当我们还在回味上午三堂课美妙的诗情当中，下午，实小朱国忠老师为我们做了题为《小学创

美语文：培养未来等待的人才——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学科化表达》。创美，即语文的核心素养。

朱老师用很多实际案例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美感创意。在时代告诉发展的今天，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极大提高，美感创意力成为更高级的幸福源泉，所以语文教学中培养美感创意力，就成为了当下及

今后一段时间语文课程的重点任务。

第二期的培训为期两天，我们收获良多，期待下次培训能更进一步，逐渐改变自己。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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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相遇，向美而生

南通市通州区家纺城小学 宋燕

9 月 17 日，在通州实小，在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我和“美”来了个亲密碰

撞，擦出些微思维的火星。此前，我一直有个困惑，在这个日新月异、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获取得如

此轻易，教师该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存在。在上午的课例展示和下午的朱教授讲座中得到一些启迪。创

美语文，简单的四个字，却有着强大的力量。导师们作为先行者，给我留下了无限思考的空间。

在课堂中给孩子种下一颗诗心，原来比试卷上能够填出正确答案要美好多了。张老师的《石灰吟》

大气磅礴，杨老师的《蕊春虫趣》童心四溢，黄老师的《蕊春楹联》才情满怀。每位老师的课堂那么美，

那么自然地将“美”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每个孩子的心中，更植入我的思考里。下午，朱教授的讲座更是

抛出思考的角度，创美语文，如何美丽教师的创意力，美丽未来等待的孩子们呢？

今年刚接三年级，写作起步，写自己的一次体验，只要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做过的写下来就可

以了。有个小男孩，题目竟然是“摘橘子（我编的）”，我哭笑不得，我找到他问其原因，原来他写作

之初就犯了难，看着班上那么多小朋友都有摘水果的体验，自己却没有，虽然老师说了也可以写其他的

体验，但是，他看到其他小朋友文思泉涌地回忆着摘水果的经历，他感到很着急，于是就编了一个，但

又觉得说谎不好，于是在题目后面坦白。这种现象真是太熟悉了，孩子最怕写作文，这个时候往往是大

脑一片空白的，于是开始天马行空地编作文。文字里的情感也自然显得苍白无力，“美”更无从说起。

我更是在教学的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反思、一次次改进中愈挫愈勇。

美感创意力需要记忆力、言语生命动力、关怀、爱等去支撑，那如何在本能的缪斯——孩子心中让

这粒“美”的种子发芽、长大、直至绿树成荫呢？

会后，我不禁想起雅思贝尔斯有一句话，“人之初就具有很好的哲学种子，小孩会用最简单的问题

去问宇宙大千、人情世故、一切的意义，那其实就是一颗哲学的种子。”放到这里依然很有参考价值。

有一首诗叫“大人们的大事情和小孩子

的小事情”，开头是这样的：

有些大人总说

我们小孩子干的一切

都是小事情

其实这样说的大人

是没能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走进我们小孩子的世界中

我想，创美语文也正是需要呵护孩

子心中那颗美的种子，培育成思维的苗

圃，而大人也就会找到一条合适的路，走进孩子的宇宙中。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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