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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来到北京上幼儿园，突然
有一天看到老师们都在哭泣。第二天所
有的人都戴着白花、配着黑纱。年幼的
我懵懂中知道一位伟人陨落了，他就是
我们的主席——毛泽东。从我记事起，
家里有很多毛主席纪念章，爸爸会给我
读毛泽东诗词，并找来《唐诗三百首》给
我对照着读。但作为“70后”，我没有机
会像哥哥姐姐们一样背诵整本毛泽东诗
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未曾带他
一起诵读毛泽东诗词。

时光飞逝，当我们把《毛泽东诗词》
放进学校必读书目里，当我们一起去为
学生编写《红色读本》的时候，已经是
2021年了！今天还应该让孩子重读毛
泽东诗词吗？这是很多家长和教师心中
的疑问。当2022年最新版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出台，我们从中找到了答案。

最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重点提到要
“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在核心素
养的内涵中，把“文化自信”放在了第一
位，而文化自信要立足于继承弘扬三种
文化，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经过深度
学习后，我们发现落实三种文化的一个
共同的学习载体就是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诗词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
民族风格与中国特色，形式多样、种类
繁多，既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也有
七绝杂言诗。毛泽东更擅长填词，运用
了20多种词牌形式，如沁园春、贺新
郎、菩萨蛮、念奴娇、蝶恋花等；他深
谙诗词写作规范，语言精当、对仗工
整、结构严谨、韵味无穷；他经常巧妙
引用、借用、化用古诗词中的名言佳
句。在毛泽东诗词中，从文化名人、历
史典故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上至天
文，下至地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几乎
无处不在。让孩子读毛泽东诗词，不仅

可以读到中国古典诗词独特的韵味，而
且能够感受到毛泽东身上传统文化底蕴
和卓越的诗人才华，从而让他们产生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毛泽东提出发展“新体诗歌”，在继
承我国诗歌历史和优秀传统过程中，使
之逐步形成一套足以反映时代精神的代
表性诗体。在他的诗词中，不仅有“西
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遍地哀鸿满城
血，无非一念救苍生”这样历经了血雨
腥风、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也有“独
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更有

“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军如卷席”
“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扫除一切害人
虫，全无敌”的凛然气势。毛泽东诗词
真实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中国
革命史的壮丽画卷，也是帮助小学生理
解革命文化的独特文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进一步
抒发了对国家发展、对黎民百姓的深切
关注和忧虑，也有对人民群众获得福祉
的无比喜悦和欣慰，比如在《七律二首·
送瘟神》的“小序”中写道：“读六月三十
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

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
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集三种优秀文化于一体的毛泽东诗
词，是值得小学生认真阅读、下功夫背诵
的，为他们系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那
么给小学生读什么，如何带着小学生去
读，却是教师和家长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引导孩子走向书固然重要，也需
要好书走向儿童。非常难得《恰同学
少年——陪孩子读毛泽东诗词》这本
书，用儿童喜欢的方式向他们推荐了毛
泽东诗词。打开这本书，目录清晰地排
列在一幅水墨山水的扇面上，每首诗词
都配了傅抱石的画作。傅抱石是新中国
美术史上最早探索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创
作并取得成就的画家，在15年里，傅抱
石乐此不疲，创作了近200件作品，通过
山水画将毛泽东诗词的意境传递给每一
位欣赏者。通过这样的阅读，孩子不仅
可以背诵，也能够用他们最擅长的读图
方式，去理解诗词的恢宏意境。

陪孩子一起读毛泽东诗词，可以采
用这样的方式：首先扫描书上的二维码，
让孩子一边翻书一边听，看一看气势恢

宏的配图宏的配图，，说一说自己听懂了什么说一说自己听懂了什么，，然后然后
一起读这首诗词的解释与故事一起读这首诗词的解释与故事。。书中排书中排
版是诗与画各占一片天地版是诗与画各占一片天地，，适合先把诗适合先把诗
词遮住词遮住，，让孩子看着画作思考让孩子看着画作思考，，主席在这主席在这
里创作了哪首诗词里创作了哪首诗词？？具体内容是什么具体内容是什么
呢呢？？孩子们的记忆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孩子们的记忆是以形象思维为主，，
书中的书中的诗画相得益彰，不仅便于记忆，也
可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还可以让孩子
思考：通过这首诗，你眼前浮现了怎样的
画面呢？与书上的一样吗？

优秀的书籍可以帮助孩子与文化近
距离接触，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比如
我执教的四年级学生，他们已经有了广
泛的阅读与见识。冬日登长城时面对眼
前的雪景，一起吟诵“北国风光，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和身边的成年人聊一聊
此时此刻的感受，想一想那一刻站在此
处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样的诗句中蕴含
了怎样的豪情壮志？再比如六年级的学
生，他们能独立阅读，自主感悟诗词，欣
赏画作。那么就可以试着给书中的诗词
做一张时间表，一首首诗词对应主席的
一个个革命奋斗时刻，他们读到的就不
仅仅是一首首诗词，而是一部革命史。
同时结合这张时间表，继续阅读《伟大也
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这本书，去
发现在每个时刻，毛泽东作出的重大抉
择，一个伟人的形象就屹立在孩子们的
心中了。

不同的时代，我们都会面临不同的
艰难，陪孩子一起阅读毛泽东诗词，不
仅在诗词中感悟毛泽东革命浪漫主义精
神，也要让他们感受革命前辈大无畏的
牺牲精神。中国上百年的艰苦奋斗从来
都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新时代少年
在阅读中应该传承前辈的精神与力量，
面对未来的挑战做到“而今迈步从头
越”。

（作者系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教师）

而今迈步从头越而今迈步从头越
——一起来陪孩子读毛泽东诗词一起来陪孩子读毛泽东诗词

焦玫焦玫

2017 年版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
规定了文学阅读与写作、整本书阅读的
教学任务，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能不能
承担，都得面对这些教学任务，并且想办
法完成好。

以“整本书阅读”为例，如何在高中
语文教学中有效地实施，我觉得托马
斯·福斯特在《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中
的这段话对我们来讲是有启发的：“普
通读者读到一篇小说，主要注意故事的
情节和人物……这样的读者对文学作
品的反应最初是基于情感层面，甚至仅
限于此……”文学教授读这个故事时，
也可以接受情感层面的反应，但更会把
大量心思用在小说的其他因素上，譬如
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写作的艺术、结构
层次等，“用一种新的眼光阅读和理解
文学，并由此得到更多收获和乐趣”。
结合《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提出的高考

的基本功能之一“引导教学”以及这些
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来思考，基本可以判
断高中语文教学的文学阅读与写作、整
本书阅读的教学任务，虽然不可以与文
学教授的要求等同起来，但也不可以与
普通读者阅读的要求画等号。

如此，我们就要认真思考：高中语文
教学中，文学阅读与写作、整本书阅读教
学任务的难度究竟控制在什么程度？还
是以“整本书阅读”为例，除了通过教学
达成课程标准提出来的目标任务，总得
面对高考这个现实的问题吧？当我们静
下来思考“整本书阅读”指导时，有一点
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要达成课程标准
提出来的目标，还是要达成学生考得好
的目标，都不能用要求普通人阅读文学
作品的方法，去指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
多多少少得在教学中强调一些类似文学
教授的阅读方法或要求。

至少我认为，托马斯·福斯特提出的
文学教授阅读往往会关注“记忆”“象征”

“模式”这三条关键特征，对我们指导高
中生文学类“整本书阅读”是有启发的：
读到某本书就要想到与曾经读过的某本
书差不多，要想到那本书，没有一点儿

“记性”是不行的——阅读是要积累的，
同时也是需要联想比较的，没有一定的
积累，拿什么来联想比较？

托马斯·福斯特认为，在文学教授眼
里，任何一本文学作品里的意象、景物、
人物似乎“皆有象征意义，除非可以证明
没有”。所以在阅读时总是会问：“这是
不是隐喻？那是不是类比？这东西在那
里意味着什么？”阅读是要有自己的思考
的，唯有思考才会发现问题，才会在一个
个的问题解决中有所收获，并得到某种
审美愉悦。托马斯·福斯特指出：“模式
在文学中比比皆是，如果你在阅读时就

能够退后一步，与作品拉开距离，寻找那
些模式，你的阅读经历定会收获更多。”
足智多谋的阅读老手“会吸收那些细节，
甚至可能抛开那些细节，去寻找其背后
起作用的模式、常规和典型”。

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承担指导高
中生整本书阅读的语文教师，是不是得
掂量掂量自己具备不具备类似文学教授
阅读文学作品的基本功底？有没有努力
让自己成为这些作品的一部分？教学中
有没有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结合学生
的实际，在阅读指导中为他们创造这样
一些条件，让学生沉浸其中，把自己看作
一名真正的阅读者——积累、思考、鉴
赏、批评、取舍……如果没有，我们是不
是首先自己得读起来，就如《课堂对话的
艺术》作者所言，努力使自己成为印刷世
界的一部分？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使自己成为印刷世界的一部分
凌宗伟

谈到罗伦·乔尔德，可能有人会
觉得陌生，但提起《我绝对绝对不吃
番茄》，相信很多读者都会说：我知
道！我喜欢！

作为英国著名绘本作家，乔尔德
的作品从来不说教，却总能润物细无
声地完成“教育”这件事。就拿《我绝
对绝对不吃番茄》来说吧，一看书名
就知道，这是某个“小调皮”挑食的故
事。乔尔德没有高高在上地告诉孩
子，挑食不是好习惯，也没有苦头婆
心地说服孩子，番茄有多好吃，而是
选择站在孩子一边，化身成了“挑食”
的劳拉，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孩子面
对不熟悉食物时的那种恐惧，并讲述
了生活中遇到的困境和烦恼。她相
信，孩子自己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
所以在她笔下，劳拉和查理互动之
后，决定自己要试一下番茄。

乔尔德的绘本正是充满了“不
教而教”的力量，始终在唤醒和帮助
孩子找到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和应
对他们所遇到的困境，所以《我绝对
绝对不吃番茄》荣获英国童书领域
最高奖——凯特·格林纳威奖大奖
实在是当之无愧。她的新作《好孩
子，坏孩子》也是直接戳中了父母们
的心，该书讲述的是兄妹俩奇奇和
桃桃的故事。奇奇一直是“好孩
子”，他能吃完不爱吃的西兰花，总
是认真洗手，会准时上床睡觉，每周
清理兔子窝。而与之相反的桃桃一
直是“坏孩子”，从不被邀请参加生日
派对，可以不吃不喜欢的西兰花，总
不清理兔子窝。本来这是一个很普
通的故事，我们身边也有太多这样的
孩子了，但乔尔德却非常巧妙地借奇
奇和桃桃的口说出了这样两句话：

“如果人们认为你是好孩子，那就不
要做坏事，以免让他们失望。如果人
们认为你是坏孩子，那就千万别做好
事，以免让他们失望。”

多么妙的两句话，清楚地说
明了教育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
概念——皮格马利翁效应。简单来
说就是，如果家长先入为主地认定了

“这是个坏孩子”，就会不管发生了什
么，也不去深入了解原因，直接认定
是孩子捣乱。孩子感到“不被接
纳、不被爱、不被认可”，就形成了
负面的自我预期，不再有努力改变
的动机。

渐渐地，一直被认定是“好孩子”
的奇奇，开始意识到有哪里不对劲
儿：做“坏孩子”可以不吃自己不喜欢
吃的西兰花，可以逃避打扫兔子窝的
家务。当他询问父母时，父母的回答
是，我们已经放弃提醒“坏孩子”了，
但你是“好孩子”，所以你要做。直到
有一天晚上，奇奇发现桃桃可以晚
睡，还能吃巧克力泡芙，他彻底“叛

逃”了。他觉得，做个好孩子根本没
有好处。作者乔尔德通过奇奇的视
角，说出了很多“好孩子”的心声，也
揭示出一个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我
们总觉得孩子“听话”就好，但忽略了

“听话”和“明事理”是两回事。也让
我们开始思考——我们是希望孩子
为了被夸一句“好孩子”而遵守指令，
还是帮助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真
正理解我们为什么选择做好事，而不
是做坏事呢？

接下来，摘掉“好孩子”徽章的
奇奇做了所有他想做的“坏事”，但
他感觉并不好。这次，他不再是为
了当“好孩子”才去打扫兔子窝，他
是真的想去，并且发现打扫完以后，
兔子竟然对他微笑了，这让他很开
心。而一直做“坏孩子”的桃桃阴差
阳错地去参加了生日聚会，她拿了
礼物回家，对奇奇说了感谢，还第一
次和奇奇分享了礼物，她也很开
心。从此之后，奇奇和桃桃都选择
不做好孩子，也不做坏孩子，只做他
们自己。而他们的父母也不再简单
粗暴地说“你是好孩子”或“你是坏
孩子”了，开始接纳和欣赏这两个完
全不同的孩子。

我一直认为父母育儿的驱动力
有两种，一种是带着“爱”，一种是带
着“怕”。带着“爱”的父母骨子里会
认为孩子都是好的，教育就是激发
这些好的东西。而带着“怕”的父母
正好相反，他们的教育是严防死守，
压制坏的东西。真正的教育应该是
激发每个孩子的自主性，让他们去
探索并独立思考，从而真正选择一
条属于自己的路。我们成年人所追
求的“自我”何尝不是如此呢——不
被别人贴标签，更不给自己贴标签；
面临选择时，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而不是屈从外界的压力。

在乔尔德的世界里，我们每个
人都能做那个自由自在、天真快乐
的孩子。

（作者系大J小D公号创始人、
阅读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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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三真三入”校企协同培育电商人才

真 题 实 做
校企资源共享 助力学生入门

以校企资源共享为突破口，从校
企共同开发课程资源、企业真实项目
进入教学全过程、入企现场教学三个
方面入手，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目
标，突出真题实做，夯实学生专业技
能基础，助力学生入门。一是强化课
程协同，基于企业电子商务项目运营
过程，校企采用“五共同”合作开发
课程资源，即通过校企双方共同开发
课程、共同实施教学、共同指导竞
赛、共同编写教材、共同建设实训基
地，开展“双主体”育人，实施“双

元”课堂培养模式。二是力推企业
“三进”，即通过企业项目进课程、企
业导师进课堂、企业案例进课本，让
学生在课堂上了解电商行业的相关情
况，引导学生熟悉电商业务流程和操
作技能。三是实施现场教学，通过入
企现场教学，熟悉电商平台运营（与
公牛电器、GXG合作）、网络客服专
员（与奥克斯、唐狮等合作）、新媒体
运营（与小吉科技合作）、电商数据分
析（与宁波豪雅集团合作）、平台推广
（与方太、综讯、雪狼户外等合作）等
电商岗位群职责与职能，引导学生结
合个人兴趣爱好和特长明晰职业发展
方向。四是加强劳动教育，将劳动教
育与专业教育、学生素质拓展有机融

合，让学生结合特长爱好选择企业和
项目，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
求，组织学生参加每年合作企业的

“双11”活动，亲历大型促销活动的
组织和实施，同时将敬业爱岗、团结
互助的职业精神，吃苦耐劳、勤学苦
练的劳动精神，拼搏进取、大胆创新
的创业精神，处事稳健、乐观自信的
心理素质培养融入专业教育，促进德
技并修，助力精彩人生。

截至目前，学校校企合作出版国
家规划教材10部，承担省部级课题
17项（省级教改课题8项），建设国
家共享、示范课程2门，拥有国家教
学团队1个，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1项、省级奖
项6项，被授予首批“全国跨境电子
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示范校”称号，成
功申报浙江省跨境电商创业导师培训
基地，专业由宁波市特色专业逐渐成
为省特色优势专业和省高水平建设学
校A类建设专业群。

真 岗 实 练
校企“双师”共育 助力学生入行

通过校企“双师”共育，践行
“双主体”育人模式，以全“真”实

战教与学为手段，打破了技能训练
仅靠“校内软件模拟”的弊端，同
时依托学校中小企业服务外包基地
承接的505个电商代运营项目和3个
合作园区，以企业电子商务项目运
营为主线，从真题实做到真岗实
练，实现了课程群与岗位对接、实
训内容与企业真实业务对接、学生
角色与员工角色对接、毕业与就业
对接，助力学生入行。一是以企业
外包项目为载体，实施ABC梯队培
养模式。师生双向选择，每名导师
带 10—15 名学生，形成第三梯队
（C类）；培养过程中择优进入第二梯
队（B类），指导承接企业项目；再
择优进入第一梯队（A类），成为导
师助手参与管理。二是以产教融合
项目为载体，实施跟岗、选岗、适
岗递进培养模式。学生于第四、五
学期进入合作电商园区，在学校教
师和企业师傅指导下经过跟岗、轮
岗、选岗、适岗经历，找到适合自
己发展的岗位，真正进入电商行
业。具体做法为：跟岗阶段，岗前
培训后，学生选择意向岗位，跟着
企业指派师傅 （或学长） 熟悉岗位
操作，企业师傅帮带学徒不超过三
人；轮岗阶段，有一定基础后，开

始接触相邻或相近岗，以更好地理
解与前岗的关联性，锻炼相对系统
的岗位群结构和业务的职业能力；
选岗阶段，1—2个月后，根据学生
职业素养倾向和前期实践绩效，在
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确定学徒的职业
岗位 （运营、客服、美工、仓储
等），以“小二”（学徒） 和“账
房”（网店店助）身份从事企业真实
电商项目；适岗阶段，快速适应岗
位，2个月考核合格后由实习生转为
正式员工，学生以“掌柜”（网店店
长）和“大当家”（项目负责人兼多
家网店店长） 的角色，独立承担企
业电商项目。

近年来，学生通过参加“双
11”服务、跟学长进基地或选择一
家企业跟岗实习，对专业和就业岗
位的认知程度由2009年的 76%提高
到2020年的 92%，先后获得省级及
以上电商类专业技能大赛奖项39项
（一等奖16项）。

真 绩 实 聘
校企多维共评 助力学生入职

通过校企多维业绩评价，实现
企业导师与教师之间、企业导师与

学生之间、企业导师之间、教师之
间、学生之间的交互常态化，以创
新思维的相互启发推动多方共赢，
形成交互型校企合作共同体，合作
企业不断扩大裂变，合作园区由小
变大，实现了学生与教师、专业与
企业共同成长。一是完善评价维
度，基于学生的“双身份”（学生
和学徒），实施“双标准”多维业
绩评价：学校着眼于知识、能力、
价值塑造维度，企业着重于工作态
度、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维度。以
运营助理岗位为例，其考核指标及
权重为：以出勤为基础考核，日常
工作、推广数据统计和竞店数据统
计各占20%，临时加派任务、部门
协作、工作态度和学习能力各占
10%。二是以业绩定岗，通过优秀
毕业生返校报告、企业合伙人创业
分享、五星员工评选等形式，引导
学生步入“正式员工→主管→新公
司合伙人”的职业发展通道，毕业
前学生 50%晋升主管、10%成为企
业合伙人。

此外，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数
字商务学院还以学校工匠论坛、园区
劳模评选、企业主题团建等形式，使
学生的职业规范和价值创造成为自
觉，培养学生“惟精惟一”的专业意
识。据统计，学校电商专业近三届学
生创业率近20%，毕业时年销售额超
100 万元的创新创业“明星”达 35
人，月薪超1万元的“金牌”学生占
比达20%。

（楼晓东 葛奇伟 徐盈群）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商务学院按照“以群建院”的思路模式，
对接数字商务发展需求，聚焦立德树人，坚持以创新为驱动，通过“三真
三入”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助力学生完成从“门外汉”到“专业人士”的
转变，实现工匠精神和宁波商帮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了高素
质、复合型数字商务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围绕“真题实做，以校企资源共
享助学生入门”“真岗实练，以校企‘双师’共育助学生入行”“真绩实
聘，以校企多维共评助学生入职”三个维度，从实战性、过程性、交互性
三个方面创新实践了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了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新路
径，创新了递进式实战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交互型的校企合作共同
体，从而形成了“三真三入”校企协同育人的浙工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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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双高”建设新画卷•浙江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