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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教研·校园

国学热，即为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热潮，也

是近几年大部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

呼吁倡导的文化热潮，开展国学经典的诵读是时

代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必

然一步。国学要从小学语文教育开始，尤其是在

新课改后，核心素养的提出与语文教学方式的转

变，国学经典的出现为语文教学的新发展提供了

一个坚实的路径，这也给我们的老师增加了新的

内容。

经典素读课程的推行在小学阶段的重要性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经典是浓缩了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多方面知识的结晶。”《现代

汉语词典》上说：“经典就是历史流传下来的具有

权威性、典范性的著作。”

素有“得语文者得天下”之说。现如今，在近

几年来的高考中频频出现的语文拉分王，这一说

法又被搬出，语文热度持续升温。那么如何让孩

子在语文中胜出呢？笔者认为读国学、诵经典是

不错的选择。从小培养孩子诵读国学经典，提升

孩子的内在涵养、文化底蕴，是一项迫在眉睫的

举措。儿童教育心理专家认为，熟读经典的孩

子，人生会有大格局。孩子若能将各类国学经典

熟记在心底，日复一日，不仅能有效提高语文成

绩，也能成为孩子日后写作、演讲的基础和底

气。所以，笔者认为，读国学经典在孩子小学阶

段势在必行。

经典素读课程在小学阶段的实践教学

近年来，我校小学阶段全面开展以陈琴经典

素读范本为主的经典国学课程，以语文教师授课

为主。在国学课程教学的实践中，笔者既是一位

教授者，也是一位学习者，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经典国学博大精深，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学成，需

要有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根据小学生低、中、

高三个阶段的年龄特点，定制符合他们各学段特

点的书目，课内外大量背诵。

1、低段国学经典素读教学

低段阅读书目有：《三字经》《弟子规》《百家

姓》《千字文》《声律启蒙》《唐诗》100 首、散文等。

教学中，低段以读为主，一节课可采用多种读书

方法轮番诵读，比如：教师带读、自读、集体读、小

组接力读、男女轮读、赛读等。诵读时，配上节

拍，增加诵读趣味，打节拍的方式可以多样化，

如：双手拍、单手轻拍桌子、双手左右轻拍桌子、

脚踩节拍等。有序重复，循序渐进，熟读成诵，对

文中词义句义可渐悟，但不讲解，不分析。一节

课下来，所授内容毫无压力，轻松记忆，早已滚瓜

烂熟。

2、中段国学经典素读教学

经典“素读”的理念是不追求所读内容的“深

刻”含义，对文本不作过多形式上的要求，略懂大

意后，力求熟读成诵。其训练的最佳时期是人生

记忆的黄金时期，也就是 15 岁之前，要想满腹经

纶必须有一定的童子功。15岁前，人的理解力相

对弱，而记忆力是一生最强盛的时期，因此，趁着

小学阶段记忆最好的时光，把“记”这个难题解

决，对学生的一生都是受益无穷的。

但“素读”经典并不是完全不懂一点含义的

死记硬背，在小学中段时期推荐的书目中，如：

《孝经》《大学》《论语》《庄子》《古文观止》等，如果

毫不知义，死记硬背，想必学生就会皱眉头了。

所以针对这一时期的学生特点，他们对国学经典

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在教学上有所推进，在诵读

的基础上释义，采用文白对读的方式来粗知文章

大意，熟读成诵。

3、高段国学经典素读教学

进入高段，阅读量增加，需阅读以下书目：

《老子》《诗经》《古文观止》《现代美文素读》《名言

格言素读》、150 首诗词及 20 篇散文。不仅如此，

对 经 典 国 学 内 容 的 掌 握 情 况 要 求 也 随 着 提 升

了。不只是停留在理解字词句义的基础上，还要

结合生活实情来感悟。在日常教学中，采用成语

接龙的方式积累词语，摘抄经典名句，积累哲理

小故事等。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在写文章时

能随时引用，多加训练，假以时日，孩子们便能笔

下生辉。

经典，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逐步筛

选出来的宝贵典籍。数千年筛选和锤炼已经渗

透到了民族的骨髓，是无可替代的。正所谓“经

典一部，胜杂书万本”“半部论语治天下”，所

以，文化经典是最富营养价值的精神食粮。在

孩子的黄金记忆时期，让孩子大量背诵国学经

典，会很好地刻进脑子里，内化为自己的智慧财

富。

小学语文开展国学经典素读的实践与探究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小学部 周柳英

在我看来每一个孩子都像一棵棵幼苗，有的

新鲜嫩绿，有的却暗淡无光；有的茁壮成长，有的

却缺乏营养。作为一名班主任，时刻得记得：每

一棵幼苗，都值得呵护，用心滋润，就会向阳而

生。

放眼望去所有幼苗都值得呵护与滋润，尤其

是那棵“歪幼苗”，在初识中了解他的生活，深交

中感受他的世界，分析他背后的故事。通过家校

共育，集体温暖，用一双充满爱的双手扶正这棵

“歪幼苗”。给予阳光，给予爱；育人，润心，助其

向阳而生。那么，如何才能助力“歪幼苗”茁壮成

长呢？以下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个例子。

初识：这棵小苗“有点歪”

最开始认识小珂（化名）是从其他家长口中

听到的，简单来说，他是其他家长要求自家孩子

不准一起玩的“危险人物”。但是在我去他家家

访时 ，他给我的初印象是“懂事又聪明的小男

孩”。然而开学后，他的种种行为，无时无刻不在

刺激着我“脆弱”的神经。班级孩子常常来找我

“告状”，而“诉讼”的主人公，大多都是一个人

——小珂。

深交：这棵小苗“惹人怜”

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我意识到必须要再次

跟小珂的家长深入沟通。他的父母经商，年龄偏

大，既没时间陪伴他，也不懂如何教育他。一旦

犯错，父亲轻则骂，重则打，父亲甚至对他的母亲

也会动手。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动手在他眼中

是正常的“沟通方式”。在和小珂父母交谈以后，

我意识到父母陪伴的失位，家庭教育的缺失，才

导致孩子身上问题不少，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

剖析：这棵小苗“问题多”

在与小珂父亲沟通交流后，我认真进行了反

思，小珂变成一个“问题孩子”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有家庭的原因，有他自身的原因。那么有没

有同学的原因？有没有老师的原因？为此，我陷

入了深深的沉思，思考过后，我心里沉甸甸的，像

是压了一副重重的担子，同时也有一份自责。要

是早些给孩子多一份关心关爱，是不是情况会不

一样呢？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我加强了和任课老

师的沟通，采取多种策略同步进行。

共育：这棵小苗“有长进”

1. 善用闪光点，照亮他的“美”

生活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我开始在小珂身上找亮点。其实每一个孩子天

性纯良，有一天他发现同学偷拿老师的零食奖

牌 ，他并没有用同学的错误去要挟索取“封口

费”，而是让同学主动来老师这里承认错误，我的

内心大受震撼，当即在班级晨会上表扬小珂，小

珂也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挺拔了自己的坐姿⋯⋯

在老师时常的表扬下，同学们眼中的小珂好像换

了一个人，逐渐，他与同学们的关系有了微妙的

变化，大家会走到他的座位前和他聊天，他的脸

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打破“坏印象”，结交好朋友

育人，育心。走进孩子的内心，必须先走进

孩子的生活。了解他的世界，帮助他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有一个温暖的集体，才能让每一棵“小

苗”茁壮成长。

在班级晨会时，我要求其他同学们如果看到

了小珂的亮点，请大声地表扬他，可以在日常，可

以在晨会。一开始，同学们扭扭捏捏，偷笑着不

说话，但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说，其他同学就滔滔

不绝起来，“他今天帮我拿篮球了”“他今天把笔

借给我了”⋯⋯听着一声声的感谢，再想想一学

期前的一句句告状，这些温暖而有力的话语，一

定程度上触及了小珂的内心，他与同学之间的矛

盾渐渐少了，同学们对他的排斥也没有那么强烈

了。

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现在的小珂已有了明

显的变化，虽然他还不是我们期待的完美样子，

但是比起那个蔫头耷脑的“小苗”，他已然开始茁

壮成长。这只是我班主任工作中一个很小的事

例，也是班主任工作的一个小小缩影。通过育

人、润心，用心呵护每一棵幼苗的成长，让他在成

长过程中一点一滴向善改变。

浅谈“歪幼苗”的成长四部曲
莲都区莲都外国语学校 潘丽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