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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大家读

成长需要“外力”，更需要

“内力”，需要教师不断地“自

我修炼”。在书中，王雅琴介

绍了自己的“修炼”方式。通

过这些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

个语文教师的“自觉”和“坚

持”，“自觉”和“坚持”的后面

是对教师这份职业由衷的热

爱和激情。

“修炼”的日子充实、美

好，在这样的“修炼”中，王雅

琴不断地走向一个又一个的

“成功”，走近“做一个优秀的

语文教师”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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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玉

“成长需要‘外力’，更需要‘内力’。

‘外力’会受到各种条件限制，而‘内力’

却可以由自己做主。学会‘自我修炼’

吧，在‘自我修炼’中不断成长，从而做一

个幸福的老师。”拿到《我的语文修炼》一

书，我首先被扉页上的这段话所吸引。

作为新教师，我正处在从教适应期，也常

常会怀疑、焦虑、迷茫——性格内向的我

能否站在讲台上讲好课？并非师范专业

出身的我能否把握教育的法则，从而获

得学生的认可？如果学生对语文学习的

热情不高，我的职业认同感从何而来？

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阅读《我的语

文修炼》，该书作者王雅琴是一位来自农

村的语文教师。农村学校“贫瘠”的专业

成长环境常常局限了教师的发展，但王

雅琴却从不畏难，而是尽力将每件事做

好，曾获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也许我之所以对职业产生迷

茫，正是因为缺少了王雅琴身上的那份

自信与坚定。

在这本书的开头，王雅琴并没有开

门见山地说自己是如何打造出一堂堂精

彩的语文课的，而是用文字记录下日常

生活中的琐事。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

阳光、善良、热情的女子。她或是以慧眼

发现生活中的暖心情节，或是以妙笔记

录平淡日常中的情趣，为我们展现了一

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偎扶持的世界。如

果没有写作的实践和领悟，即使读书千

百卷，功夫终究不是自己的。王雅琴认

为，语文教师应当经常“下水”，锤炼自己

的文字，只有这样，才能将创作经验传授

给学生。

从书中可以看出，王雅琴始终以饱

满的热情对待工作。如，密切关注教研动

态，汲取最新学术成果，使课堂教学始终

与时代接轨，与学生的学情吻合；在研读

文本方面细致打磨，做到精益求精；在听

课评课的过程中发现、记录其他教师的优

缺点，对照自身，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授

课经”。其中有两点尤其让我受益匪浅：

一是力求家常课“朴素”“精致”——

在文本细读上多下力度。这种备课、研

课的方法适用于所有学段的语文课。哪

怕是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文，王雅琴也力

求“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地读，一句话一句

话地读，一个词语一个词语地读”。了解

作者写了什么，不难。了解作者是怎样

写的，以及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却并不

容易，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读来把握。

而教师备课时要做的，正是从已知中发

现未知、发现问题，透过文本一望而知的

表层，把握文本的隐性意脉，揭出隐性的

情感，这样才能体会到文字的温度与力

量。在阅读的过程中，尤其要揣摩文章

的篇章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词、反复出现的语句，还有一些看似能忽

略的虚词，这些“信息”正是作家情感思

想及创作中潜意识的显现。

二是讲究“‘读’领风骚”，重视朗读

教学，设计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朗读

教学始终是语文教学的一道难关，其重

要性被反复提及。王雅琴通过聆听、分

析大量的课例，总结出了一套指导朗读

的方法，希望能够给予语文教师们诸多

启发。她注重基本功的落实——在课堂

上留时间让学生读，让学生自然养成放

声朗读的习惯；她总结的“朗读技巧”令

人眼前一亮——提示学生“眼睛走在嘴

巴的前面”，带领学生“划节奏”，练习关

键词句的“重读”，这些我在日常教学中

没有时间完成或容易忽视的环节，恰恰

是突破朗读教学障碍的关键所在。当

然，想要做到有感情的朗读，必须要使学

生对于人物情感有感同身受的体会，王

雅琴在书中摘录了诸多精彩的课堂实录

片段，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教学设计，使

孩子能更深刻地体会作者细腻的情感波

动，从而引发情感共鸣。

在与孩子交流方面，王雅琴也有自

己独特的理念。她始终相信孩子们身上

都具有纯真、善良、博爱的特质，教师要

给他们机会、平台抒发心底那份柔软的

情愫。孩子对周围人的情感、态度很敏

感，幼小的他们无不试图与周围建立起

一种良好的关系。得到家人、教师、朋友

关怀的他们，也会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

努力寻找机会回报、传递这份爱。

教育之美正体现于此，它是温柔的

征服，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成功的教育

不仅仅指教授孩子知识，更在于将美好

的品质传递出去，比如，善良、宽容、理

解、接纳。

《我的语文修炼》

王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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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Notes
读书札记

多读，多思，多问

作为一个教师，细读文本最重要的

还是做到三个字：读、思、问。

读，多读。就像于永正老师说的那

样：“细读的前提是多读。教材必须反复

读，不要企图读一两遍就能进入文本，即

使是悟性好的人。我的窍门就是读啊思

啊，思啊读啊，一遍又一遍，不知什么时

候就会豁然贯通，有了新的发现！”

思，思考。细读是带着思考的读，

思考什么呢？可以思考的东西很多，可

以是篇章结构方面的特点，可以是遣词

造句方面的特色，可以是中心主旨的取

向等。思考，可以让我们的理解更深入。

问，勤问。其实更是指交流、沟通，

和同年级的老师多进行文本细读方面的

交流沟通。个人的智慧和认识总是存在

局限性，有时旁人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

以让你醍醐灌顶，比如，集体备课活动

时，我们备课组的四位老师围坐在一起

对《母亲的谎言》进行教材分析，沈老师

喃喃自语：“前两个小节的最后都写到了

儿子的表现，第三个小节却没有写儿子

的表现，这是为什么？”她的这个喃喃自

语，让我对比出了自己的“粗心”，因为我

没有关注到这个“没写”，也引发了我的

思考：这个空白点其实是一个多么好的

读写结合的点啊！

朗读指导应避免三个误区

为了做到朗读教学的“保质保量”，

我们在朗读指导中应该尽量避免些什么？

要避免朗读指导的程式化。朗读

指导时，不少教师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

如用一个过渡性问题“牵”出相应小节或

句子，再让学生把句子读正确，然后问学

生该用怎样的语气、感情去朗读。按部

就班，千篇一律，这样的指导要避免。

要避免朗读指导的生硬化。“请你

读出高兴的语气”“请你读出悲痛的心

情”“请你读出焦急的语气”……“有感情

地朗读”的教学目标是这样一句轻描淡

写的话语所能达成的吗？像这样不切实

际的、生硬的、缺乏针对性甚至是错误的

指导朗读的流行导语无处不在。

要避免朗读指导的浅表化。朗读

指导中我们都很关注学生用怎样的语

气，却不关注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即

对文本情感内容的理解、感悟几乎没有

涉及到，只是在表面兜圈子。就好比攻

城，只是绕着城墙跑啊喊啊，就是不知道

撞门而入，真是急煞人。

抓住关键词
培养学生的复述能力

复述是一种很好的语言实践活动，

复述可以看出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课文

内容，复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语言转

化过程：文本语言转化为自身语言。可

是在日常教学中，我们都觉得复述对学

生来说很难，尤其是三年级的孩子，复述

课文障碍多多，需要教师架设坡度，提供

“拐杖”，引领着他们一步步攀爬，最终顺

利达成“流利地进行复述”的目标。

最好的“拐杖”就是关键词。有了

关键词的提醒，学生的复述就不会无所

适从，因为这些词语会带动他们的思维，

唤醒他们的记忆，帮助他们顺畅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