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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

让学生爱上读书
□赵 丽

教育妙招

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中心完小 莫逸婕
指导教师 曹永健

平凡的故事
□史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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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春，应《文字改革》月刊编者之邀，吕叔湘先生为该刊
撰写“有关语言文字的普及性文章”；《语文常谈》就是这些文章的
结集，凡八篇。这八篇的标题分别是：语言和文字、声韵调、形音
义、字词句、意内言外、古今言殊、四方谈异、文字改革；内容涉及
汉语言文字诸要素及沿革等，是经典的“大家小书”。

这篇《从文言到白话》是《古今言殊》的一部分；题目即其主
旨，阐述白话是如何慢慢生长和成熟起来的。内容
的质实自不待言，语言的精确、自然，更是现代汉语
的典范。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1904-1998），于语言学厥
功至伟；简直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同义语。 （任余）

随看
随想

文字与我
□朱清建

童心绘师

语言在不断地变化，文字自然也得
跟着变化，可是事实上文字的变化总是
落后于语言，而且二者的距离常常有越
拉越大的倾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
一，人们学习文字是对着书本学的，就是
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也不是让儿童学会
了几十个字母和一套拼音规则就了结，
也还是要“念书”的，书上有的字，口语里
不用了，也得学；口语里有的字，书上没
有，就学不到。尤其是因为念的书往往
是些经典，宗教的、历史的和文学的经
典，它们的权威给文字以极大影响，使它
趋于保守。第二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是，文字是读书识字的人——在古代主
要是统治阶级——的交际工具，这种人
在人口中占极少数，只要这些人可以彼
此了解就行了，不识字的人民群众懂不
懂是不考虑的，跟他们有关系的事儿可
以讲给他们听。由于这两个原因，历史

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脱离口语的书面语，
像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印度中世纪的
梵文，都是显著的例子。

在中国，除了这些原因，还有汉字起
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汉语演变的主要趋
势是语词多音化，而汉字不表音，便于用
一个字来代表一个复音词，比如嘴里说

“眉毛和头发”，笔底下写“眉发”，既省
事，又“古雅”，一举两得。而况口语里有
些字究竟该怎么写，也煞费踌躇，虽然历
代不断出现新造的字（而且各写各的，以
致异体泛滥），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口语里
的字写不出来或者没有一定的写法。同
时，汉字的难学使中国的读书识字的人
数经常维持很小的比率，而既读书识字
则了解传统的文字又比用拼音文字的民
族容易，社会上对于语体文字的需要就
不那么迫切，因而造成长期使用所谓“文
言”的局面。

跟文言对待的是所谓“白话”。白话
最初只在通俗文学里使用，直到“五四”
以后才逐步取代文言，成为唯一通用的
书面汉语。这是大概的说法，不免有点
简单化。一方面，口语不断冲击书面语，
使文言的面貌起变化；另一方面，白话在
最初还不能完全脱离文言的影响，而在
它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之后，更不能不从
文言吸收许多有用的成分。

上古时代的文字可以拿《书经》做
例子：

先王有服，恪遵天命，兹犹不常宁；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
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
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
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

这在当时应该是接近口语的语体
文，不过跟后世的口语差别很大，就被认
为是古奥的文言了。

像《战国策》可以代表周朝末年的一
般文字，大概跟当时的语言也相去不
远。汉魏以后的文字多数沿袭先秦的语
汇、语法，跟语言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
也有多少接受口语影响的文章，像陶渊
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例子。

南齐的文人任昉有一篇弹劾刘整的
奏疏，本文是工整的“骈文”（比一般“古
文”更多雕琢），里边引述有关的诉状和
供词却是语体。

……
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

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白话的
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佛经里面有很多
故事，和尚讲经常常利用这些故事，加盐
添醋，像说书似的，很受群众欢迎。后来

扩大范围，佛教以外的故事也拿来说。
除此之外，禅宗的和尚讲究用言语启发，
这些问答的话，听的人非常重视，照实记
下来，流传成为“语录”。后来宋朝的理
学家学他们的样儿，也留下来许多语
录。这些语录是很接近口语的……

白话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
题难于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一则有些
古代文字，像前面任昉的文章里所引诉
状，虽然是语体，可是毕竟跟近代的语言
差别太大。二则流传下来的资料总是文
白夹杂的多；大概说来，记录说话的部分
白话的成分多些，叙事的部分文言的成
分多些。通篇用语体，而且是比较纯净
的语体，要到南宋末年的一部分“话本”

（如《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才能算
数。甚至在这以后，仍然有文白夹杂的
作品出现，《三国演义》就是一个例子。

白话就是这样在那里慢慢地生长
着，成熟着。但是一直是局限在通俗文
学的范围之内，直到“五四”之后才占据
了整个文艺界的阵地。这跟当时中国革
命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是新文化运动的
一个内容。但是在实用文的范围内，文
言文的优势在反动派统治的地区还维持
了一个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白话文才成为一
切范围内的通用文字。但是发展到了这
个阶段，白话的面貌跟半个世纪以前已
经大有不同了；它继承了旧白话的传统，
又从文言，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从外
语，吸取了有用的语汇和语法，大大地丰
富了和提高了。

（选自吕叔湘《语文常谈》，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1月第1版）

我要讲述的是一所村小的平凡故
事。如果你有机会与乡村教师座谈教研，
你会惊讶地发现：乡村教育绝不是闭塞落
后的坐井观天，而是一个开放的、大有作
为的天地。

或许这里没有城市化的规范，但他们
的每节课都是用最朴实的心书写的故事，
故事里有悲喜、有血泪，有成功、有失败，
这些真挚的情感是最令人感动的。

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师生们正在
上课。蓦然听到一个学生惊叹道：“看
呀，下雪了！下雪了！”清脆高昂的声音
瞬间打破了教室里浓厚的讨论氛围。
透窗而望，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降下
来。孩子们兴奋得议论纷纷，心早已飞
到了窗外。教师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让

孩子们走出教室去拥抱白雪呢？让他
们去寻觅冬天雪景的“小秘密”或许是
一件非常别致的语文课。伴随教师一
声令下，孩子们欢呼雀跃着跑进了雪的
海洋。他们或仰视，或眺望，或聆听，或

嗅闻，或触摸……
感受着美丽的雪，孩子们嬉戏着，谈

论着：“你们看，雪花像什么!”“像蒲公
英 ，像 鹅 毛 ，像 柳 絮 ，像 棉 花 ，像 白 糖
……”一个孩子指着翠绿松柏上挂满的
洁白雪花，大声叫嚷着：“快看，雪落在松
树上就是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啊！”有的孩
子脱下帽子兜住纷纷扬扬的雪花，一转
眼，雪花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孩子伸出
小手迎接雪花，雪花带着冰清玉洁而来，
也带着奇寒而至，凉飕飕的有些刺痛；有
的孩子甚至张开红润的小嘴，想舔一舔
那飘忽而下的洁白“花瓣”。孩子们被雪
花包围了，头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是雪
花，拂去一身，未几又满。孩子们在雪景
中尽情玩耍着，教师竟不忍心打扰他们，

好可爱的孩子，好可爱的雪！
回到教室，教师微笑着对孩子们说：

“玩得高兴吗？”“高兴！”“要是把你们刚才
观察到的雪景都写下来，一定是一篇非常
优美的作文，想试试吗？”“想！”……

那一次，孩子们的作文写得棒极了，
教师选取其中几篇推荐给报社，竟然都发
表了。

这就是一所村小的平凡故事，或许
它是那样渺小，渺小到微不足道，但是
却惊醒了沉睡的思维，打开了拓展生成
的智慧大门。而这样的故事还在许多
乡村发生着，它们有着泥土的气息，花
的芬芳，散发着独属于乡村特有的悠长
的味道。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濮阳县子岸镇中心校）

作为高中历史教师，我深知文科教
师拿得出手的应该是嘴皮子和笔杆
子。可是，我并不善于表达。初为人师
时，面对学生会有紧张感，但是伴随“讲
台经验”的丰富，我也能够灵活自如地
上课，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嘴皮子不成问题，但笔杆子却是我
内心的痛。

我的成长与文字相关。对于文字
的美好记忆，基本停留在小学与初中阶
段。那时，我的作文曾被老师作为范文
给全班同学展示过。到了高中，来自农
村的我失去了表达的勇气，文字上的优
势也不复存在。

不过，写作能力不够突出，并不代
表我对文字不感兴趣。小时候没有电
视 可 看 ，我 唯 一 感 兴 趣 的 事 就 是 读
书。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已经在读

《三国演义》，当时对文字特别感兴趣，
一切可以接触到的文字都被我读过，
包括贴在墙上的报纸，甚至走在路上
看到一片有文字的纸，我也会拿起来
看一看。

执教高中历史多年后，我基本掌握
了相关知识与教学技巧，在专业成长
上我遇到了瓶颈，或者说是职业倦怠。
学校的圈子相对封闭，总是在宿舍与学
校之间打转，总是围绕学生在工作，总
是到同一间办公室去见日复一日的同
事，我感到很“寂寞”。

如何打发这种“教育寂寞”呢？碰
巧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时，一个同学经常
写时事评论，他对于时事的熟悉，对于
热点问题的观点之犀利，让我震惊。我
也想做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以此击败
我的“教育寂寞”。从那时起，我开始写
时事评论。

写时事评论与教学之间，我一直
都认为是业余与专业的关系，没想到
能够相互影响。在一些时事热点中，
我发现自己还是对教育类问题更感兴
趣，因为这些事就发生在我身边。于
是，就有了相关文章《少些听话教育，
多些规则教育》《高考“套餐”变“自助
餐”，解放了学生对接了高校》等的发
表。这些，让我看到教育带给写作的
帮助。

与此同时，由于平日对时事热点的
关注，以及评论的写作，开阔了视野，我
开始有意识地将时事热点评论写作与
所教课堂知识相互融合。比如，最近社
会对美国总统大选的高度关注，给予我
向学生讲解美国联邦制、总统共和制的
鲜活事例，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美国总统
的产生过程；再比如，通过英国“脱欧”
事件，我向学生讲解欧洲一体化的来之
不易，等等。

如今，“教育寂寞”与我而言像一场
精神感冒，让我能够停下来反观自己的
成长，找到突破的路径。送走“寂寞”，
只留文字与我相伴。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阳县第一中学）

低年级是小学生课外阅读的萌芽期，是阅读的起步阶段，
直接影响着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的形成与发展。与此同时，低年
级孩子也有注意力不易集中、识字量少等特点，如何引导这群
孩子爱上阅读？我采取了诸多举措。

每天下午，我会抽出一节自习课给孩子们读一个故事，带
他们进入故事情节，让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感受文字的魅
力。我从童话故事入手，先选择那些篇幅短小以动物为主角
的故事，不要求他们明白故事蕴含的道理，只希望他们喜欢
听。接着，我们再读孙幼军的《小猪唏哩呼噜》、张秋生的“小
巴掌经典童话”系列。当一个故事读完时，学生眼中开始有
了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他们想读书的欲望。慢慢地，我鼓励
孩子们说说自己从故事里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
什么。没想到，孩子们的想象力远远超出我的预想。别小看
每天读一个小故事，只要教师能够坚持，一个故事就能把孩
子带入阅读的殿堂。

语文课上，为了激发学生读书的欲望，我经常结合课文内
容，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学生介绍一些书中人物、内容梗概或
精彩片断。如教《丑小鸭》一文后，我向学生介绍《安徒生童话
选》；教《日月潭》一文后，我向学生推荐《日月潭里斗恶龙》。
这样，在不经意间，就引导孩子们萌发出主动阅读的兴趣，也
从中感受到名著的魅力。

课外阅读的兴趣不是一朝一夕培养的。为了激发学生持
久的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质量，我利用语文课前 3 分钟让学生
进行读书汇报，借此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为了给孩子们
创设阅读环境，我在班级建立了一个小小读书角，摆放了孩子
们专用的书架和图书。我还告诉孩子们，自习课上只要完成了
学习任务，就可以随时拿出自己喜欢的书阅读。孩子们为了获
得“奖励”的读书时间，积极完成学习任务，逐渐养成了一有空
余时间就读书的好习惯。就这样，班级的读书氛围渐渐浓厚，
孩子们的朗读水平、表达能力也在日益提高。

让孩子爱上读书，家长的配合与支持很重要。为此，我利用家
长会培训家长，渐渐地，有些家长即使外出也会带上一两本书，在
公园，在郊外，在鸟语花香的环境里，与孩子一起读上几段。

课外阅读应是自主、自愿的阅读，只要能激发孩子们的读
书兴趣，我们应该鼓励其广泛阅读，而不拘泥于课本与“教师
眼中的好书”。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无拘无束地享受阅读乐
趣，通过书籍点燃心灵的火花。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热闹二校）

2016年9月，我背着行囊来到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邵阳县一所乡村小学支教。
第一次与孩子们见面时，他们目光清澈，却大多木讷少言。沉默、卑怯成为孩子们童年挥之
不去的影子。我决定用故事滋养孩子，做一个擦亮乡村教育星空的教师。我建立了“乡村
萤火虫阅读教室”，两个月过去了，我看到孩子们绽放的笑脸，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他们
也越来越喜欢表达，这是他们为我画的一幅画，尽管笔触稚嫩，但却让师生间的情感在纸上
相遇，在心中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