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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邵巧
治正在策划新学期厦门市小学的阅读活动。
新学期，厦门各小学将在阅读评价上再出新
招，而这些新的评价方法的实施和启示源于上
学期举行的一场有7万名小学生参加的阅读
比赛。这是厦门市第一次组织大规模的阅读
比赛，比赛已过，但其留下的思考却值得借鉴。

一场7万人参加的阅读比赛

“我最喜欢《三国演义》，先看儿童版，再看
原著，里面能看到英雄的豪情，还能看到英雄
的勇敢，更有智慧。”来自厦门市思明区群惠小
学的四年级学生张骏懿向评委介绍了自己的
书单，并讲述其中《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以及
阅读的感受。这是厦门市小学生语文阅读风
采比赛决赛的场景。

此次比赛由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
前后历时近4个月，共经历4轮赛程。第一轮
由全市7万名小学四年级学生参加线上初赛，
在“厦门市中小学阅读平台”上进行。平台除
了能进行阅读闯关比赛，还能在线上阅读整
本书籍。第二轮由各区属学校以及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分别开展比赛，最后按比例推荐共
900名选手参加第三轮全市笔试，评出一、
二、三等奖。而在第四轮，按笔试成绩组织
获得一等奖的94名选手参加面试，角逐特等
奖。最终，来自厦门市海沧区延奎实验小学
的孙启恒等19位选手获得特等奖。

比赛的主要组织者邵巧治介绍，比赛不与
学生升学挂钩，也不与学校考核挂钩，主要目
的是促进学生多读书，推动教师多关注阅读，
少一些“题海”战术。

“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比赛，没有刻
意准备。”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的池雨
昕是决赛选手，她说：“我有两柜书，这10本书
只是我读过的一小部分。”

“接到比赛通知后，我们只是进行了正常
的准备，这10本书是常见图书，班上很多学生
都读过，没读过的学生花了一两个月也读完
了。”厦门松柏小学语文教师林晨说。

“不超标、不刷题、不内卷”

“比赛的目的是促进阅读，我们不希望学
生为比赛而比赛，更不希望加剧‘内卷’。”邵巧

治说，本次比赛推荐书目一共是10本，包括
《安徒生童话》《中国古代寓言》《雷锋的故事》
《昆虫记》《小学生必背古诗词》等，《厦门日报》
作为新闻类读物也被引入其中。这些书大部
分来自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快乐读书吧”中
的推荐书籍，可以说是最普通的读物，这样做，
首先保证了不超标，其次，书目兼顾了文学类、
科普类、新闻类等多种类型，也保证了内容的
丰富性。

《姜从树生》这个故事讽刺了什么样的
人？《眉眼嘴鼻》中，谁不愿和大家争位置？
这是市级笔试的两个选择题。“这两个题目都
不难，只要学生看过书都能答出来。”厦门市
海沧区语文教研员席霍斌介绍，线上初赛的
题目和这两个题目难度差不多，都没有过于
强调细节的记忆，有利于促进学生投入阅
读。目前不少学校阅读活动开展得很积极，
交流会、读书活动也比较多，但仍有个别学
校下发“阅读应知应会习题册”，让学生在未
经真正阅读的情况下刷题应对比赛，这种现
象是要防止的。

“比赛题目更多的是启发思考，相对灵
活，所以刷题是没有效果的。”参加完阅卷工

作，看着新鲜出炉的获奖名单，评委们有了
共识：还是那些平时爱看书，爱思考的孩子
能出彩。

厦门市音乐学校教师阮宇航长期关注儿
童阅读，曾主编过《爱阅读》校本阅读资料，她
认为，对阅读的评价，重点不是读书内容的积
累，而在于读书品质的呈现；学生读书不应过
多依靠记忆力，而要全面运用理解、分析、鉴
赏，甚至有参与创作的能力，这样才能让学生
真正在读书中获得发展。

在决赛环节，要求学生列出自己的书单，只
列出6本即可，数量并不作为主要考核标准，评
委通过提问重点考查小朋友是否真正读过这些
书。“不过多地强调阅读书籍的数量，也不考一些
纠缠于细节的题目。”来自一线的评委黄黎明说，

“这样考，我们都不必担心‘内卷’，学生也不用花
心思做‘表演’来展示阅读了。”

如何引导学生读好整本书

据介绍，《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首次明确提出要阅读整本书，对于中年
级学生要求初步理解主要内容，主动和同学分

享自己的阅读感受。同时提出，要养成读书看
报的习惯，并收藏图书资料，乐于与同学交流，
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40万字。席霍斌介绍，
厦门市推广儿童阅读已有10多年，学生阅读
数量基本有保障，但阅读品质还有较大提升空
间。

“我们希望通过多层级评价，来引导学生
在思考中读书，提升阅读品质。”邵巧治介
绍，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PIRLS2011
中，将学生阅读能力分为关注并提取具体信
息的能力、直接推论的能力、解释并整合观
点的能力、评价内容和语言的能力。依据这
些认识，并结合布卢姆关于认知维度的划
分，厦门市教科院在评价学生整本书阅读过
程中，将阅读能力测评划分为提取信息、整
体理解、解释分析、作出评价、创意运用五
个维度。相比于单篇阅读，整本书阅读更需
要重视整体理解能力，利于学生迁移阅读其
他书籍，产生关联，获得阅读兴趣与发展。

在决赛现场的问答环节，第一个题目让
学生提出问题，现场与教师探讨。第二个题
目为：从自己的书单中选择最喜欢的一本
书，说说它和比赛推荐的书有什么相同和不
同之处。

“第一个题目，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和评价，学生能提问题，并能与
师长交流，说明是真把书读懂了。第二个题
目主要考查学生是否具备创意运用能力，是
一种学习迁移。两个题目均考查了学生高阶
思维能力和个性化阅读的水平，这是无法通
过背答案和刷题能做好的。”邵巧治介绍。

福建省普教室教研员黄国才这几年一直
力推整本书阅读，他认为促进孩子读整本
书，就要多引导孩子交流，让他们说出阅读
的感受。可以引导教师设计一些学生愿意交
流的话题，这样他们慢慢地就会真正把读书
当作喜欢的事情，做到越交流、越分享、越
喜欢。

“本次比赛不只是针对学生，我们也希望
让教师懂得如何教孩子做好整本书阅读，特
别要让他们明白，如何通过评价来促进孩子
整本书阅读。”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傅兴春说，“课本里‘快乐读书吧’部分推荐
的书，特别是必读书目，教师一定要仔细研
读，并形成自己的思考，沉淀成自己的东
西，师生共读才能形成高品质交流。”

推动课外阅读：

如何用好评价这个指挥棒
——一场7万名小学生参加的阅读比赛留下的思考

本报记者 熊杰

读家报道

好书如桥。通过阅读，读者从此岸通往彼
岸。我手头的一套《哦，他们是这样的——探秘课
文作者的故事与手迹》就是这样的桥，它连通起了
我和学生、我们和作家。有了桥，才能从容欣赏桥
下的风光、流水，我们才得以成为看风景的人。

这套书有四册，第一、二册主要关联三、四
年级语文课本，第三、四册主要关联五、六年级
语文课本，既单独成册，又汇成一个系统。它紧
扣统编本教材，以课本作家的亲笔信、手稿、
题词、签名书等手迹为切入点，挖掘作家成长
故事，有助于学生在学习课文时，打开视野，激
发兴趣。作家、名人手迹收藏家陈渡风先生编
著了这样一套书，实是善莫大焉。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职业使然，我总忍
不住站在学生的角度想，这套书将会怎样成为
孩子们的阅读记忆。我想，陈渡风先生至少架
起了三座“桥”。

拉近作家的桥。一说到作家，我们不免感
到神秘。作家似乎总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有
着超乎常人的天赋异禀，他们的人生处处光
环。品读一个个中外作家的故事，学生从课本
上跳出来，那个严肃的作家面孔，突然为之一
新。写《珍珠鸟》的冯骥才，在文章最后写道：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样雅致和清
新的文字作者，小时候却也和我们一样。走进
冯骥才的童年，原来他一样是个大顽童，他捅
马蜂窝的故事，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再看
沈从文的小学生涯，简直令人忍俊不禁。他曾
逃课，穿梭于古城街巷，在打铁铺、香铺、伞
铺流连。这并非鼓励大家去逃学，却启发我们

“读一本小书同时读一本大书”。看，作家的童
年并没有从来都“正确”。也就是说，作家和
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喜怒哀乐，也有糗事、
傻事，读来却都是乐事、妙事。作家之所以称
为作家，是因为他们更善于感受、捕捉和表达，
于是就有了日常中的非常，事故就成了故事。
这是陈渡风先生架起的第一座桥——拉近学生
与作家距离之桥。

通往书香的桥。阅读能激发人的向善之
心，此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梳理了一
下这些作家的成长轨迹，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
点，即爱阅读。是阅读，给他们贫瘠（他们成长
年代物质生活可谓贫瘠）的童年插上了想象的
翅膀。梁启超从小因阅读，立大志，自视甚高，
父亲常对他说：“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梁启超也
因为阅读，小时候就展现了渊博颖慧的一面，父
亲的朋友出上联“推车出小陌”考他，小启超当
即作对：“策马入长安”。郭沫若四岁半在私塾，
就能背《三字经》和《诗品》。郭沫若在嘉定府中
学堂，痴迷于林琴南译述的西方小说，奠定了广
阔的文化基础。茅盾小时喜欢读闲书，到舅舅
家做客，一心想着读书，见舅舅家的藏书如入宝
山，一知半解地阅读被称为“第一奇书”的《野叟
曝言》，却乐在其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它
是作家成长的生动写照。“爱阅读”是根，“善表
达”方为枝叶。小学生生性未定，好动善变，他
们向往着成为榜样的模样，而一个个作家小时
候的经历、阅读的履历，就很好地撬动了学生的
成长之维，架起了一座通往书香的桥。

拓展边界的桥。一个人的眼界总归是有限
的，而阅读可以拓展人的认知。陈渡风先生积
二十年收藏，珍藏了诸多中外名家手迹。每一
件藏品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这契合了学生
的求知心理。学生有着强烈的知识渴求之心，
他们期望能在阅读中拓宽眼界。平常难得一见
的作家手迹，文质兼美，细细把玩，寓学于乐。
名人手迹，千人千面，字如其人，品玩欣赏，不仅
能感受到书法艺术之美，也享受到了溢于纸上
的人文之美、精神之美，这样的陶醉和享受，如
春风化雨，浸润学生的心灵。

我今年正好教六年级，在带学生学习课文
臧克家先生的《有的人》时，翻阅《臧克家：他很
爱很爱孩子们》一文，读到作者陈渡风先生上初
中时拜访臧老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种感佩。当
时的小作者敢想敢做，有着梦想又甘愿付诸行
动，因此也成就了他如今的非凡人生。从这个
角度而言，阅读这套书能增益学生的学识，拓展
他们的认知边界，实在是架起了一座审美之桥、
思维之桥和认知之桥。

好书如桥，修桥不易。陈渡风先生在创作
这套书时，精益求精，反复打磨。在正式出版
前，他在全国范围内广邀了近800位一线教师
参与阅读审校，广开言路，听取建议。我忝列其
中，躬逢其盛，见证了这套书的诞生。数个深
夜，陈先生还通过微信或电话同我交流。我想
着在一盏常常亮到深夜的台灯旁工作的陈先生
的身影，亲近中又多了几分敬重。

作为教师，这套书必然会成为我的案头工
具书。我也诚挚希望，我的学生都能阅读它：亲
近作家，亲近阅读，就是亲近美好，亲近未来。

好书如桥，只有阅读了，桥才真正成为桥。
正如我们，歌唱了，旋律才有生命，曲调才有灵
魂。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中信小
学语文教师）

好书是一座桥
曹永健

《
哦
，
他
们
是
这
样
的
》

陈
渡
风

编
著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指导

“儿童文学应该把真实还给儿童。儿童世
界与成人世界是高度混杂的，这造就了世界上
没有纯粹的儿童世界。纯粹的是童心，而不是
童年。如果儿童文学过多地强调书写纯粹的
童年世界，而忽视了童年世界的芜杂，我以为
是值得警惕的。”在2月23日举办的“战争题
材儿童文学的新书写 张忠诚‘东北抗联三部
曲’研讨会”上，作家张忠诚如是说。

“东北抗联三部曲”包含《土炮》《龙眼传》
《柿子地》三本，其中《土炮》侧重写民间个人化
的抗战，是“一个人的抗战”；《龙眼传》以一个
孩子的遭遇和见闻，书写了日军侵华战争带来
的深重灾难和东北人民的群体抗战，是“一群
人的抗战”；《柿子地》写了东北人民的反奴化
教育斗争，是“一条战线的抗战”。三部作品从
不同角度，书写了不同群体、不同形式的反日
斗争，从小角度、小切口出发，以孩子的视角去
书写这场战争带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孩子的
苦难，与苦难之下的挣扎和反抗。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中文
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
人、作家、评论家等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围绕

“东北抗联三部曲”，探讨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
新书写。

“我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这套作品：战
争、时代与少年。小说以东北十四年抗战为
时代背景，宏阔又不乏细腻，为十四年抗战
的历史叙说提供了鲜活的典型人物。”中国作
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认为，“东北抗联三部
曲”塑造了一群生动鲜活的少年形象。比如
《龙眼传》，通过小主人公坎坷的命运，深刻
再现了伪满洲国的民族苦难和个人遭际，读
来引人入胜中又让人莫名感动。“龙眼”这个
人物应该是战争题材中罕见的一个典型，他
的身上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抗争与不屈的缩
影。作品有着清晰的现场感和准确的代入
感，这点极为考量作家的基本功，写八九十
年前的历史，能把它写得有那个时代的味
道，这点张忠诚也做到了。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庄正华表示，这
三部作品在题材上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展现
了作者强大的故事架构能力。《土炮》每章前都
有一个点评性的诗句，属于章回体小说；《龙眼
传》讲述了小主人公龙眼在东北抗战中的三段
经历，特别是结尾处将龙眼的一生进行了梳
理，很有新意；《柿子地》里韩先生用除草做掩

护，偷偷给孩子们讲地理课，甚至在柿子地里
挖出象征中国的长江黄河，真是神来之笔。“这
三部小说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与少年儿童心理
呈现的问题上把握得比较得当，在厚重与轻盈
之间做了很好的融合，是近年来一套难得的优
秀儿童作品，也是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好教材。”

“作品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感、现场感，这得
益于作者张忠诚对资料的细致梳理，对故事的
选择把握，还有精妙的细节描写，让这套传统
的战争少年题材小说写出了新意，是战争题材
创作领域的新突破。”儿童文学评论家徐德霞
说，“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套儿童文学，作品真
实地描述了儿童如何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的
成长，不论是《柿子地》里文弱的茂生，还是逃
到矿上当童工的龙眼，或者温厚的墩儿，在血
与火的磨炼中，他们一步步成长为坚强的中华
男儿，对于当代在和平幸福环境下成长的青少
年有着极高的警醒和启示作用。”

在儿童文学作家薛涛看来，张忠诚是一位
有着深厚生活积淀的写作者，多年乡村生活和
十四年中学语文教师的经历是他创作的家
底。他从基层民间的悲欢离合中就地取材，从
不舍近求远，也不标榜诗和远方，而是用心、用
情、用力地创作，形成一种沉郁、内敛、凝重、独
特的文学气质，富有极强的辨识度。

谈到儿童文学如何书写战争，张忠诚坦
言：“虚构一个无尘无染的世界，来呈现童心的
无尘无染是一种书写，与之对应的是书写真实
的童年生活，适度‘过滤’，而不是过度‘过滤’，
把童年放在人性的基本面上去审视，或许更显
童心之可贵，保卫童心之重要。两种写作各有
千秋，见仁见智，我的写作是后者，并会执拗地
写下去。”

专家学者共议“东北抗联三部曲”——

“儿童文学应该把真实还给儿童”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辫子姐姐郁雨君是一位从事儿童文学
创作30多年的作家，她的作品洋溢着热情
的阳光和浓浓的对生活的热爱，充满童
趣，用符合当代孩子生活、心理的语言讲
述故事。她拥有万千书迷，有的已经参加
工作，有的刚步入大学校门，还有的是小
学生。很多大书迷都说，虽然已经长大，
但他们的书架上永远有一层是属于辫子姐
姐的。

在2月25日举办的“辫子姐姐·心灵
魔法棒”新书分享会上，现场就有一位这
样的大书迷，从小读着辫子姐姐的书长
大，慢慢爱上了写作，现在已经是中国人
民大学文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了。她说，辫
子姐姐故事中的魔法让她成长为很好的大
人，“我来到这里，是向大家展示一下小时
候看辫子姐姐的书的人长大的样子”。

此次活动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特
邀该套书的作者郁雨君与资深出版人、儿
童文学作家刘海栖，特级教师、北京东城
区小学语文教研员王文丽一起畅谈阅读与
成长。

“辫子姐姐·心灵魔法棒”系列（共
10本）专为学前—小学低年级孩子打造，
为准备和刚刚步入校门的小朋友送上一份
成长的力量，让他们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
有闪亮的心灵魔法棒指引，拥有发现和认
识自我的能力、爱己和爱人的能力、勇敢
和善良的能力、学习和创造的能力……

在新书分享会上，郁雨君一如既往地
用她幽默的话语和亲和的态度介绍了她书
里的有趣故事，回顾了她在疫情三年中的
心路历程。她还通过自己多年的儿童文学
创作经历，分享了自己日常的阅读心得与
感受，以及阅读对自己写作的影响。

在郁雨君看来，写作就是魔法打开的
瞬间、希望开启的瞬间。成年人也会从她
的故事中获得治愈和希望，从故事中，人
们会获得走出绝望的力量。她说：“我是一
个作家，才能和天赋是有限的，我希望我
的故事是一道微光，微弱的光芒能够在孩
子读书的一瞬间闪亮他，在未来成长道路
上的某一瞬间划亮他，所以我一直坚持写
作。”

郁雨君坦言，自己和小读者交流中的
趣事，是她写作的魔法来源。希望小小的
魔法能唤醒孩子，甚至成年人心中美好的

瞬间，“大家一起朝前走，向前看，你不知
道将来有多好”。

刘海栖表示，他与郁雨君相识多年，
关注了她整个的创作过程。他认为，郁雨
君的作品一直关注着孩子的心理成长，情
感细腻，充满了亲和力。郁雨君本人以及
她的作品，表面给人以明亮、活泼、乐观
的印象，但深入了解她和真正喜爱她作品
的人，都会发现她骨子里的对人生命运的
关切和对孩子成长中变化的反思。刘海栖
还分享了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他说，要
给孩子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书。儿童文学
的创作，需要作者拥有一颗纯净的心，给
人善良、向上的东西。

作为一线教师，王文丽同时也是一位
母亲、一位阅读推广人，她认为，郁雨君
对当下儿童的生活方式、心理、语言等方
面把握得都非常精准，很符合当下儿童的
阅读口味，她笔下的孩子形象特别符合现
实中小朋友的形象，真实、栩栩如生。另
外，郁雨君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有一个精准
巧妙的切入点，而这个点正是当下孩子成
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小烦恼和小问题，而
她总是能把这些小状况、小情绪，讲述得
生动幽默、活泼自然，并引导孩子们克服。

“郁雨君是懂儿童的，没有离开生活，
她的创作是有根的，故事中充满了奇思妙
想。同时，她关注儿童的心灵成长变化，
她的悲天悯人是用灿烂、美好、阳光的心
态去看待儿童。故事中的教师也是善解人
意、有爱心、体察儿童心理的，这样的作
品能够让孩子认识到校园生活的美好和社
会生活的美好，感受到人性的美好。”王文
丽说。

辫子姐姐的“心灵魔法棒”——

用故事的魔法在孩子心中留下微光
赵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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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厦门市小学生语文阅读风采比赛决赛现场。 熊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