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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的日有所诵

2010 春

薛瑞萍一、为什么要日有所诵大家好，作为日有所诵（不带书名号）的班级实践者和《日有所诵》的主编，这是我第三次说“日有所诵”了。第三讲的重点是六年级的班级诵读心得。讲座中所有诗文，除了那首《老师，您好！》均来自第六册《日有所诵》。1、母语是什么？如果说语言是人的本质，那么母语就最初、最深的人本身。出生之前，从母亲受孕的一刻起，从人还是受精卵的时候起，人就在母腹——包括母亲的睡里梦里，无一刻间断地吸纳、饮食着母亲用母语说话、思维、激动时的身心震颤和律动。出生伊始，对于听到的语言，人自然完全不懂，但那声音、那节奏，人却是极熟悉、极温暖——是伴随其长育成形，早就彻底融入骨肉的。这种包孕懂得又超越懂得的温暖、熟悉，是人学会说话的前提，也是一团混沌的生物人成为社会人的前提。一个人的母语水准，往往决定其创造力、思维力、感情力——情感体验能力、表达能力——所能达到的境界。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人在具体学科取得的这项那项成就，好比硕果累累的桃树、梨树、苹果树。先有肥壤，后有大树。你怎能期待在半尺厚的薄地上长出草以外的东西？所以梅尔·列文在《破茧而出》里指出：四年级之前，即母语学好之前绝对不要学习外语。母语教育步入歧途或者母语地位降低，这是实在是教育的危机。2、诵读为什么是重要的？七月胎儿即有听觉。娑婆世界，耳根最利。人是用耳朵学习语言，而不是用眼睛。那些入神地阅读的人其实是在入神地倾听；那些奋笔疾书的人，其实在口若悬河。最好的文字不是诉诸于眼睛和头脑，而是诉诸于耳朵与心灵。三岁以前主动、海量的倾听让孩子学会了说话，这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学习成就，也是之后一切学习的基础。入学之后，他们需要通过对于文学语言、抽象语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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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语言的主动、海量的倾听、读诵，获得高级语言能力。这是进行高级学习的工具，也是提高人生境界的基础。《阳关三叠》，富含唇齿音的诗句，传达出的离别时刻，人心的淡淡忧伤这种情绪和雨后的青青柳色交融在一起，构成的意境，是一切理性的赏析不能穷尽其妙的；怎么办？你且读，你且诵，一千年了，这么新鲜动人，再过一千，还是这样新鲜动人。随着音的波动而颠倒沉醉的时刻，是学习母语的最佳境界。诵读，也是借助于母语的脐带，从宇宙汲取生命的能量。语言的本质是声音，所有那些历经千秋百代、超越遥远时空，不明原因地令我身心振动的篇章，它们所以能够振动我，所以能够叩击我，根源在于文字，在于文字里的声音。那声音节奏，是可以和我的呼吸、脉搏发生共振共鸣的；那声音的波动，是可以和江流海潮，日升月落演绎美妙的协奏的。比如短短 84字的这一篇：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教学季羡林的《夹竹桃》，读到季老对花影的精彩描写时，师问： “还记得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吗？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学生接着背。“哦，苏轼你何必叹息！闲人，也就是拥有细腻纯净的诗心的人，真的不是只有你和张怀民啊！千年以后，至少还有谁？”“季羡林！”“千年以后，除了季老先生，至少还有谁？”“还有我们！”“呵呵，明媚日光下的绚烂固然好啊，灯火辉煌处的夜景固然好！可是，如果你的日子里没有过仰望星空的体验、凝视树影的陶醉，你这一生，就大大的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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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师生再次齐诵《记承天寺夜游》，恍惚间，情通古人，不知今夕何夕！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自见”意味着感悟的回路形成，这是告诉和启发不能代替的。有时候，宁可慢一点，也不要剥夺了孩子体验的快乐。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经历一种精神成长的体验。工作的价值，在于形成具有丰富精神的个人。3、为什么要开诵读课？古往今来，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母语教学对于诵读的重视都是不言而喻、不约而同的。在我所认识、所知道的每一个具有卓越的语言接受和表达能力的人那里，诵读都是必修的基本功、童子功。在当下，相比于儿童发展的需要，限于课本的诵读无论是文本质量还是篇幅数量都是远远不够的。当此际，不告诉同行及家长童年诵读的关键性、重要性是不负责任的。那些天生热爱诵读的人是幸运的阿格里丹鸡。教师要做的，就是让普通孩子也去“啄食优等鸡自发挑选出来的食物”——为他们提供优质文本；迫使加诱惑，软硬兼施地让他们诵读起来。相比于让孩子喜欢阅读（默读），让他们爱上诵读似乎更加困难。在书香气息普遍稀缺的当下，普通的中国父母很难让孩子在家里自主自愿地“读出声”。于是诵读就成为教室里必须做的事情，于是教室就成为唯一可能培植诵读种子的地方。4、为什么要日有所诵？连续性是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杜威）最令人惊讶的是，连续性的活动这种方式几乎能像魔杖一样叩开儿童天赋正常发展之门。（蒙台梭利）印度教教义，大神在舞蹈中创造了世界；中国神话，盘古孤独的劳作创造了世界；圣经故事，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各有其真理性。我感兴趣的，是印度教无意中揭示的生命与节奏的关系。江流海潮，日升月落，节奏是生命的源起；心脏律动，脉搏翕张，节奏是生命的本身。成熟的个性就是稳定的生活节奏。不狂躁、粗暴，也不低迷、委顿，更非心律不齐。我们的班级实践已经证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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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证明：日有所诵，使班级机体拥有了均匀健康的呼吸节奏；日有所诵能够生成秩序，培养好的气质，形成好的班风。因为，那最好的东西不会独自来，他会伴了所有的一起来。二、缓坡上升和取法乎上1、缓坡上升日有所诵，水滴石穿。六年一贯，缓坡上行的，是诵读内容，也是诵读能力——感受能力、思想能力。“一二三，爬上山。四五六，拍皮球。七八九，翻跟头。十个手指头，就是两只手，”这是第一篇，也是我们对孩子的祝福和心愿。“小猫拉车，老鼠不坐。黄鼠狼拉车，小鸡不坐。灰狼拉车，山羊不坐。老虎拉车，谁也不坐。”“兔来了，狼来了，螃蟹爬上墙来了。电灯一关都跑了，电灯一开又来了。”这些都是一年级的内容，多有趣！童谣儿歌，是童心自然绽放的花朵——所以，一定要从儿歌开始，着意呵护儿童的自然感觉，着意培植儿童的诵读兴趣。然后慢慢的——童诗、绝句、晨读对韵；宋词、元曲、上古歌谣、古诗 19 首……读来、背来都像儿歌一样轻松了。带着二年级孩子诵读过的老师啊，你你一定喜欢，一定记得： “天对地，室对家，落日对流霞。”2、取法乎上话说六年级开学第二周，星期一早晨，第一节。一周最可宝爱的时光里，我们诵读《报任安书》(节选)：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范读，略解，齐读；急诵，单读，再齐读。20 分钟，十多遍后，教师大声背诵。于是，他们斗志昂扬地接受了“熟背”的任务。最后朗读蔡皋的《桃花源记》。那样巨幅而绚烂的画面，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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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过瘾！待到星期三——还是上午，那天的任务是四篇：斯蒂文森《点灯的人》、迪金森《希望是一只小鸟》不要背诵，两三遍读出语感就行；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江东》、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简洁悦耳，多数同学当堂就能背下——估计只需半堂课吧，剩下的时间做什么呢？四位同学朗读日记佳作。当然还要复习《报任安书》。十六个星期十六个单元，大致如此安排。不做班主任，没有班会课，为了读书，一周两节《品德与生活》非挤占不可。《报任安书》是第一单元第五篇。为什么要在周一诵读难度最大的末一篇？就是因为它的难度大啊。那些弱孩子，需要充足的时间才能熟记。只要他们照教师的要求去做，每天朗读三遍，定都能记牢。一个问题：61 个孩子，是否个个都能照教师的要求做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的教学，只能够、只应该着眼于“大多数”的能力——尤其是潜力。如果教师眼光向下，多数孩子，尤其是“佼佼者”的能力、潜力将被抛荒。那才是为师的过错呢。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了无可得。至于个别能力弱且不自觉的孩子，他们原本是连该背的课文也不能背下的——这就需要教师布置的时候统一要求，检查的时候因人而异。该不依不饶的不依不饶，该打马虎眼的坚决打马虎眼。“统一要求”是把向上的门向所有人敞开；“因人而异”是体恤孩子及家长的力弱。认真而不偏执。很多时候，放过学生就是放过自己。目光向上，盯着好的，班级会越来越好；目光向下，盯着最差的，班级越来越差。你专注其上的事物，最终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教育，一定要满足佼佼者的需要，满足他们也就顺带满足了全体——而且是高层次的，动态上行的满足。佛法如同万丈悬瀑，瀑下的千尺深潭，让潜龙和小鱼都得满足。优质的教育就当如瀑。常常问自己：那最优秀的是否被我辜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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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求甚解乐陶陶1、仅仅六周过去请看 11 月 9 日（星期一，阴雨）那一天的诵读课。这是剪辑过的实录，为节省时间，教师的宣讲和学生重复诵读地方删去。那节课的内容有：A 交流《西雅图宣言》的朗读体会 B 背诵《与朱元思书》C 检查上周背诵情况 D 朗读《岳阳楼记》E 听吟《五柳先生传》 G 听琴歌《行行重行行》H 吟唱《蒹葭》2、学生为什么喜欢小古文？除了语言新鲜凝练、文字充满魅力之外，不求甚解是一个重要原因。无关考试的不求甚解的诵读，就是给足孩子耳鬓厮磨、缓浸慢润的时间。允许孩子慢慢来，让文言浓缩的营养缓慢而实在地滋润儿童，这是一种慈悲，也是一种智慧。真实的成长总是缓慢而静谧的，不要急。不能急。3、幸好我们不是这样诗歌有什么用，文学值几个钱，不能挣分的学习有什么价值？不求甚解是否不合时宜太浪漫？蔑视文学，蔑视儿童阅读的人们这么想。他们自以为很理智、很务实，其实，那种见分不见人的畸形势利的小聪明离开理智不知多远！一个理智健全、有脑有心的人，怎么可能无视优质人生对于情趣、温软和诗意的需要？杜威说过：如果教育没有让诗歌成为多数人的一个重要的闲暇手段，这种教育是有缺陷的。何况泰戈尔说过：只有理智的心，如同只有锋刃的刀，让拿它的手鲜血淋漓。脑科学的研究证明：人凭借大脑学习，而学习材料和学习方式也改变着人（尤其是儿童）大脑的结构方式，从而影响人的人格发展。坏的学习材料，残酷的竞争环境，唯分是图的学习，就是这样把孩子训练成丛林之狼的。他们可能智力发展很快，但世界在他们眼里，要么是敌人必须战胜，要么是条件，可以利用，不会爱也不可爱，怎么会幸福？由这种人主宰的世界怎不走向疯狂和崩溃？幸好我们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有阅读、朗诵和诵读，我们已经开始吟诵。（打开课件，看着诗文，听学生吟诵。《山行警》《嘲谎人》《咏西湖》。教师学吟《陋室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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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言和母语1、中国的文言，文言的中国再说文言文。往昔通才、大家，无不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鲁迅、胡适、钱钟书、季羡林自不必说，就是苏步青、华罗庚、杨振宁、林徽因、丘成桐、高锟……他们的古典文学修养也是众所皆知。这是无数人的经验：背过的白话课文，“考了忘了”，能在记忆中长久留存的，百里无一。古文呢？一旦背下，大多铭刻在心；一旦上道，决定车轻路熟，越背越顺。我们背诵现代诗文，较难做到一字不易，然而背诵《三峡》《与朱元思书》则极难出现丢字误字，这是为什么？语言是人类文化中最牢固的保守力量之一，没有这种保守主义，它就不可能完成它的主要任务——信息交流。语言的符号和形式想要抵挡时间的消解行和破坏性的影响，就必须具有一种稳定性和经久性。然而语音变化和语义的变化并不仅是语言发展中的偶然特征，而是这种发展的内在必要条件。这种连续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语言必须传递给另一代。如果只是简单地重复固定不变的形式，这种传递就是不可能的。（恩斯特．卡西尔《人论》）安徽经济频道一个淳朴的帮女郎接到短信后打出的字幕： “贾君鹏小朋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为什么会成为温馨的笑话？“于局，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为什么让大家会心一笑，觉得过瘾？网络时代，语言也在与时俱进啊。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潮流。风烟具静，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那些成功地抵挡了时间的消解性和破坏性，永远如刚刚赋成一样新鲜地润泽、愉悦着我们的耳鼓和心灵的经典究竟什么？何止是凝练优美！千秋百代，这是岁月洪流淘洗出来的语言形式的纯金；心耳唇舌，这是万人万万人用感觉拣选出来的性灵的内核。它们是花朵，也是种子；它们是记录，更是启示录。在有感觉的耳朵听来，真正经典的每一个字、每一音都是“非如此不可”的！文字、声音的非如此不可，其实就是充满宇宙和生命的大道在思想、情感——表达方式上的落实。道与道都是相通的，“优秀的人往往一切优秀。”（马斯洛）对于中国人来说，诵读精准、凝练、动人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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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经典，自然能够培养通透、敏锐、优雅的思维品质。更不要说背诵经典能够蓄养耐心、静气和定力——而这些，乃是智慧的特征。一个拥有如此品质和智慧的人，当然做什么都更容易成功，因为他更容易上道！中国人读诵文言文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了，而我们诵读白话文的历史只有一百来年。我总怀疑，在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中，存在着文言的根系。如果文言文不是外星人从外部灌给先人的外来物，如果文言文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生长成熟起来的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显现，你就必须承认：中国人对于文言文的喜悦也是前世注定了的血液的记忆。绝对地说，文言是中国的文言；相对地说，中国是文言的中国。当然，比起口语，这种记忆是后起的、弱势的.因为它更高级，因为多数胎儿不会“听到”母亲的吟哦。所以，如果希望他们有较高的古文修养,较深的母语水准，首先就需置他们于宽松的环境中，没有压力地听闻、读诵古诗文。这是唤醒记忆、激活潜能的最好方法，这也是对铃木镇一倡导的母语学习机制的回归。2、为什么《日有所诵》要把文言短篇安排在六年级如果你是陈琴那样经史子集烂熟于心的高士，你自可以凭借个人的大能力、大热情带着一班普通的孩子，从低年级开始，六年诵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既便如此，陈老师也强调：“一年级我们也背了许多儿歌。我们也是用儿歌解决了大量识字的问题，我们也背‘唐僧骑马咚那个咚’。”如果你是韩兴娥那样认准正道坚持到底的壮士，你自可以理直气壮地给予教材、考试该得的对待，召集孩子围拢在经典名著周围，老老实实地和孩子一起读、一起背。如果你是看云这样自认深谙母语学习真谛的母亲，你自可以本着“做真教育”“学真语文”的真心，“我的儿子我做主”，咬定青山不放松，让儿子小学即背《长恨歌》《琵琶行》《蜀道难》《曹刿论战》《天时不如地利》……然而多数教师不是陈琴、韩兴娥，正如多数母亲不是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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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所诵》适宜的，是普通教师、普通班级的成长需要。《日有所诵》的原则就是面向普通，缓坡上升。不必孩子格外费力，不必教师格外高明。即便如此，它对教师还是有要求的。《日有所诵》要求教师：面对母语和儿童，有发自内心的虔诚和热爱；面对荒诞和压力，有坚守正道的智慧和勇气。五、让学生和真实的个人相遇这是诸葛亮的《诫子书》短短八十六字，语言精简，语势夺人。有一种特殊的震慑力、感染力贯穿全文。这种震慑力、感染力，源于文字，更源于作者“这个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父亲的谆谆教诲，这是一个建立了旷世功业的过来之人的肺腑之言。这个父亲所期待于儿子的，自己早就身体力行了。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这里的逻辑清晰而现实：若要建功立业，先要学有所成，而要学有所成，最重要的，就是守住一个“静”字。正面阐述静心学习的重要之后，第三段又从反面指出说如若不然的可悲后果：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前两段惜墨如金、言简意赅，第三段则回旋殷切：孩子啊，你既不能懈怠也不能急躁；要勤勉，要理智；光阴似水，稍纵即逝，你要珍惜时间，要让生命放出光芒——否则你就虚度一生，悔之不及了！真所谓爱之深，忧之切，殷殷父爱，感人殊深。所以要在六年级诵读《诫子书》，是因为这时的孩子对作者有了解，对学习有体验。唯此，他们才能通过诵读体味作者的良苦用心；唯此，所以他们才可能经过这种有认知、有体验的诵读变得勤勉、沉静。一句话，时候到了，孩子具备消化吸收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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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是有营养的，然而该喝奶的时候却不能让孩子嚼牛肉。低年级诵读《诫子书》，只能是死记硬背。缺乏认知和体验的死记硬背，不仅伤害了稚嫩的童心，也糟蹋了诸葛亮的好文章；既对不起古人，又对不起孩子。儿童懵懂而敏感。只有真实可感的人和事和言，才能对他们发生真实不虚的影响。只喝纯净水绝不能使人长得强壮，缺乏感性体认的圣训，风干过滤甚至杜撰出来的伟人事迹，只能使得一切“德育”归于虚无。摒弃说教，让学生与真实的个人相遇。这应当成为一切教育的律令。六、什么是适合儿童的经典元旦联欢会，学生四次朗诵《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一次又一次，演员带动观众，孩子们一个个仰首挺胸，神采飞扬。当自信满满的童音响彻会堂，到场的教师感动不已。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什么是适合学生的经典？”今天，再次感受到学生当仁不让于师的豪气，红日初升般的盛气——教师即时豁朗：适合学生的经典，一定要是形象的、感性的。它的形象美而鲜活，它的音韵美而灵动；它能激发人心固有之向新、向美、向上的生命力。其与儿童生命的关系，当如深渊之与潜龙，空谷之于乳虎，长风之于鹰隼，雨露之与花树——它能令学生腾跃、飞扬、挺拔了。当然，诵读不光要培养孩子的盛气、虎气，还要培养他们灵敏、有同情心的一面，这样的童年才是全面、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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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要不了几天，过那么一个星期，大自然便会用奇花异草、青葱的苔藓、细嫩的绿茵，把森林中这满目败落的景象掩盖起来了。看着大自然一年两度细心打扮自己形容憔悴、恹恹待死的骨骼，着实令人感动。它第一次在春天，用百花来掩盖，免得我们看见。第二次在秋天，用雪来掩盖。林道上的冰融化了，畜粪露了出来，数不尽的种子仿佛嗅到粪香，从云杉球果和松球果里飞到了它的身上。这是普里什文的《春装》，何其清新、健康和温存！读着这样的诗，课堂气氛温暖而静谧。静谧中，孩子体会着生命一体的奇妙、灵动和幸福。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最大的善，正源自最深的生命一体感。这种一体的感觉一旦被切断，人就只有犯罪、自杀、患病的险路可走。语言是什么？语言不只是文字和声音，杜威告诉我们：语言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环境！对于儿童来说，这种环境，理应温暖，真诚，生机蓬勃。充满力量充满爱。犹如母亲的怀抱，父亲的臂膀。
七、引来清流活水当然学生最喜欢的，还是反映他们自己学习生活的作品:蛋 蛋 鸡蛋的蛋调皮蛋的蛋 乖蛋蛋的蛋红脸蛋的蛋张狗蛋的蛋马铁蛋的蛋

花 花 花骨朵的花桃花的花 杏花的花花蝴蝶的花 花衫衫的花王梅花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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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爱花的花
黑 黑 黑白的黑黑板的黑 黑毛笔的黑黑乎乎的黑黑窑洞的黑黑眼睛的黑
外 外 外面的外窗外的外 山外的外外国的外谁在外面喊报到的外外 外——外就是那个外
飞 飞 飞上天的飞飞机的飞 宇宙飞船的飞想飞的飞 抬膀膀飞的飞笨鸟先飞的飞飞呀飞的飞……书声琅琅，笑声朗朗，当教师布置背诵的时候，下面竟起了一阵欢呼。多么好的一首诗！全诗共 5节，一组童音合成的蒙太奇镜头，有声有色地传达出村小课堂那令人感动的质朴、蓬勃与芬芳。“蛋、花、黑、外、飞”， 五个字平淡之极，仿佛信手拈来；而所组词语也正是山村娃娃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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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出的那些，很稚气，很认真。然而，正是由这平淡、稚气和认真，显出大象无形真技巧——酿成醇美浓郁真诗意。颇似唐绝句，这里的起承转合显而易见。起者蛋：脆弱的蛋，圆满的蛋，孕育生命和希望的蛋。铁蛋一样结实、狗蛋一样低贱；有的调皮有的乖——蛋是农家小子；蛋，又何尝不可以就是村小？承者花：头扎花蝴蝶，身穿花衫衫的王梅花、曹爱花们，她们是丛丛开放的姐妹花。村小、田野、春天，皆因她们而美丽。三节转：诗歌色调突然由蛋的光鲜、花的明艳折为贫瘠的黑、凝重的黑。黑板的黑，黑毛笔的黑，黑窑洞的黑，黑眼睛的黑——黑是简陋的学习环境，黑也是眺望着广阔与灿烂的眸子。四五两节合：目光与神思于是从村小教室投向窗外和未来。若干年后，这些孩子有的重复着父母的生活；有的走到山外闯世界；有的甚至飞出国门飞上天；也有的飞去又飞来，回到村小当老师……结果怎样，端看他们的禀赋、志向和机遇，端看他们得遇什么样的教师什么样的读物了！飞是有生命的蛋的梦想，飞是小小学童的心愿。而好书，将为这些孩子插上翱翔的翅膀。总有一天，他们要从村小出发，破壳而出，迎风振翼。对比之下，教材体“诗歌”那刻意铺排堆砌起来的“漂亮”，简直就是青铜绿成的翡翠，铁罐锈出的桃花，油腻织成的罗绮，霉菌蒸出的云霞！很多教材体诗，其实是伪诗，它们——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闻一多先生的《死水》：在昨天与今天之间铺设大道，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架起金桥。啊，教师的事业多么崇高！古今中外，哪个人的成长不浸透着教师的心血！地北天南，哪一项创造不蕴含着教师的辛劳！每当看到时代在飞速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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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就涌起感情的波涛：老师，您好！
用理想和智慧把人才塑造，让春晖和朝霞在心灵闪耀。啊，教师的职业多么美好！笔尖飞舞，那是春蚕悄悄地编织着理想的丝线；笑语盈盈，那是甘露轻轻洒向茁壮的新苗。每当看到鲜花在幸福地开放，我就情不自禁地衷心祝愿：老师，您好！陈腐，空洞，僵硬，虚假。这哪里是儿童心声，这简直就是政府官僚的韵文讲稿！如果我的学生喜欢并且写出这种文字，我会觉得无地自容。但是为了考试，我却不得不逼迫孩子背诵这样的东西！从较长的历史跨度来看，教材一直在缓慢地进步着，从儿童需要的角度来看，教材的进步太过缓慢。曾经愤激，如今平和。我一面期待着像样的教材，一面引来母语的源头活水，将教材中的污染物给稀释、抵消了。八、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或三个男孩的故事）该说说弟子的文字了，这中间包括了学生家长。1、《我们家的日有所诵》：从一年级的《365 夜儿歌》到六年级每周“爱的作业”和《日有所诵》的诵读，还有四年级开始的赛诗会等等，我和儿子都是一步一步跟着小跑——因为儿子的语文理解能力一直欠缺。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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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还没有破茧而出，也一次没有拿到过赛诗会奖品，但是他做了，尽了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他最好的水平，我很高兴。尽管我在口头上每次都批评他读得不够完美，背的不够熟练，但是心里还是满知足的。文言文比较难背，有些拗口，诵读的时候他常在不该停顿的地方停顿，我就让他学着吟诵光盘里的人，用缓慢的调子慢慢地读，甚至摇头晃脑。我还给他做示范，几次下来，就顺畅了。有时候我还把小侄女拉来当听众，每当这个时候，他是最得意的，因为他也有“粉丝”了！（李旭冉母亲徐会）这个孩子三年级的日记：《我生病了》。再看《我长大了》：……来到了一家 XX大公司，找到老板，我要面试，于是那个老板就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我全都回答出来了，多亏我小时候好好学习了，我找了一份好工作 ，过了一个月，我拿到了梦寐以求得“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我兴奋的跑到了商店买了 5件礼物 2份给我的父母，其他三份给我的小学语文数学的三个老师。回到了家，我的孩子一下扑到我身上向我问这问那，我一一回答，幸亏我小时候吃苦学习，不然我孩子问我的问题，没准我还不会呢？然后我用着自己的电脑，我看着带你老，现在我知道了，小时候苦一点，长大了，就舒服了。云门弟子的理想，天真，低调，然而真实、真挚。这是一个真实的男孩，我喜欢。2、幸福的“小石头”宋代周密的《观潮》，教师只要求背诵两端，施俊瑞背诵了全文。“我妈妈说的，古文就该全文背诵。”教师新不自禁：“莫道教师痴，更有痴似教师者。”学生笑，因为他们刚刚诵读的《湖心亭看雪》里有这样的句子：及下舟，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老师，我终于明白了，教育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事业。”小店关张，作为母亲回到家里，，回到儿子身边。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从此“妈妈”成了这个孩子文字中最多出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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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妈妈买了七只鸭”六年级：“妈妈养了一只气势磅礴的大公鸡”。3、诵读和深度阅读儿童除了诵读，还需要海量的、高品味的阅读，这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深度阅读和有深度的阅读所需要定力，咬紧——这跟诵读关系极大。赛诗会上，这三个孩子总拿一等奖。其一：《苏菲的世界》和别的书不一样。这是一本书中书。我在看这本书，结果书中的主人公也在看书，我感觉很稀奇。现在这一种书很少了。现在，我知道了如何制造大炮，认识了柏拉图。我还知道，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只有一个条件：要有好奇心。《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它将会唤醒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与好奇。（晏楚芸）其二：《飘》的序我很喜欢——《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是主人公郝思嘉的座右铭，她十分不幸，但她相信，所有一切痛苦和挫折都将成为过去，明天将会是另一个开始，我觉得一定是这句话支撑着思嘉的。《飘》原来不叫“飘”，而叫“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上、下两本都是那么厚，我一定要抓紧看!（胡婧怡）其三：我家有四个大箱子，里面全是我保存的书，虽然书多，但是我有一本最喜欢的书，那就是《屠格涅夫散文诗》。 屠格涅夫是老师最喜欢的诗人，老师说他的诗是最干净的。听了老师介绍后，我回去翻了翻书堆，里面果然有一本我珍藏的屠格涅夫散文诗。每当我不能下楼玩时，我就会拿出这本书看一看，百看不厌。每次我都要看看作者屠格涅夫的介绍，然后再从目录中找出一些我认为有趣的诗来欣赏一下。让我感触最深的两首诗是《乞丐》和《大自然》，《乞丐》这首诗，我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意思，只是感到了温暖。《大自然》是写的人类的贪婪的诗，人与大自然中蚂蚁一样渺小。有时，我觉得屠格涅夫的诗特别难以理解，只能看到表面的意思而看不到深处的意义。可是，仔细品味，觉得读他的散文诗，犹如和他在谈话。我仿佛看见屠格涅夫就在我的眼前，我正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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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话。他的诗简洁、朴素、细腻、清新而又富于抒情味。男孩喜欢屠格涅夫，不是因为教师提到，这是从儿歌、童诗到泰戈尔一路诵来的自然结果。带着三年级的孩子诵过《飞鸟集》的同道啊，如果你还记着，跟我一起诵：根是地下的枝，枝是空中的根。绿树长到了我的窗前，仿佛是喑哑的大地的渴望的声音。“我们萧萧的树叶都有声响回答那暴风雨。但你是谁呢，那样地沉默着？”“我不过是一朵花。”我是秋云，空空地不载着雨水，但在成熟的稻田中，看见了我的充实。男孩喜欢屠格涅夫，不是因为教师提到，这是孩子从儿歌、童诗到泰戈尔一路诵来的自然结果。这似乎可以证明了我们在《日有所诵》序言里所预见所期待的：“诵读就是深层阅读。日不间断的记诵，就是练心的过程。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天长日久，积累的是语言，培养的是诗性，也是定力和静气……或早或迟，或深或浅，所读所诵，都内化为他们的精神气质。”一样的意思，还是泰戈尔的诗句表达得更好：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好诗，正是让孩子的心，教师的心臻于完美的载歌载舞着的涓涓清流。
结束语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曾经，有一群师范生，意气风发；有一班少年人，风华正茂。他们身在书斋，胸怀天下。他们立志改变中国的命运，他们发愿，他们做到了。他们是毛泽东、蔡和森、李达，以及他们的姊妹、爱人：向警予、蔡畅、杨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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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了。对比当年，今天的我们何其卑微，何其渺小。然而，面对学生，面对把无限信任交给我们的娃娃，我们又是多么有力，多么重要！因为——儿童的福祉就是民族的福祉，学生的幸福就是教师的幸福。从我开始，从这个班开始。年复一年，阅读起来、朗读起来、诵读起来。让教师的日子、学生的日子因为母语的滋养而变得润泽、丰富、甘美起来。这是我们对个人幸福、职业尊严的追求，这也是我们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能作、应作的贡献。我们发愿，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谢谢大家！谢谢合肥市第六十二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