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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3月21日是世界诗歌日，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开展了相关活动，越来
越多的学校和教师对现代诗歌日益关注，似乎童诗教学变得“热”起来了。
这是一件好事，当大家都开始注重儿童的诗歌教育，试图用更好的语言去
启发学生，这正是创造的开始。

这两年，我突然变得忙碌起来，因为
添了一件事情：教孩子们写诗（不是古体
诗，不是“新诗”，即现代的自由体诗）。

我的“教法”，就是让孩子们自己动
手写，而不只是欣赏。我自己的经验告
诉我：学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己动
笔写。写诗是实践、是行动，如果你不去
写，那么，就算你脑子里有再多的诗意，
也没法让人读到。

不过，这些孩子只有五到十岁，我之
所以敢“教”这么小的孩子们，正是因为
我有这个信心（我们这些大人常常低估
孩子们的语言能耐）：他们本来就懂，他
们本来就会写诗。写诗的能耐，本来就
在孩子们的天性里。因为他们拥有童
心，而我相信，童心即诗。孩子们就是因
为更完整地拥有童心，所以比我们这些
成年人离“诗意”更近。

孩子们最直接、最真率、最纯真。我
们的大教育家、圣人孔子，当年编完《诗
经》，就感叹过一句：“《诗》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无邪。”孩子们的“思”，就是感
觉，孩子们的“无邪”，就是童心。孩子们日
常地活在“思无邪”中，就是活在诗意中。

我得欣喜地承认，从孩子们的习作中，
我学到了很多。看上去，是他们在向我学
诗，实际上，是他们的童心在开启我。他们
的灵慧，让我惊喜不已！他们的句子，让我
眼前一亮！他们的想象，令我拍案叫绝！
他们的调皮，把我逗得直乐！

我是通过“爱”来激发孩子们的诗歌兴
趣的。第一节课就叫“爱是什么”，因为我
以前写过一首诗，就叫《爱是什么》。这首
诗与其说是我写的，不如说是一个四岁左
右的女孩子教给我的，这是一桩真实发生
的事情。有一天，我坐公交车闲逛，对面坐
着一对母女，一问一答地说着话。小女孩
很聪慧，妈妈的问题都难不住她。说着说
着，妈妈突然给孩子出了一个难题：“孩子，
你知道爱是什么吗？”只见女孩认真地想了
想，然后仿佛突然想通了似的，很认真地回
答：“爱是妈妈！”我没有料到，孩子会这么

回答，而且回答得这么坚定。我也彻底明
白了：孩子们随口就能说出诗！

每一个孩子都是诗人，因为他们就活
在清澈的童心中。当他们用一双晶亮的充
满好奇的眼睛打量身边的一切人和物时，
许多鲜活的感觉从他们的心中飞掠而过。
想象、联想，这些都是诗句产生的方式。尽
管孩子们掌握的词汇还有限，但他们的感
觉力和想象力，比大人们更灵敏、更大胆！

只要稍微提示一下，孩子就能很好地
化用一个句式，并用自己找到的形象，来充
实、扩展、蔓延它。我曾同一个五年级学生

“玩过”同题诗，我给她一个题目，或者她给
我一个题目，半个小时“自由发挥”后，我发
现她写得比我好！

写诗，是学习使用汉字、开启内心想象
力的最佳方式。确实，一首诗意义深远，但
写它的时候，就是在使用一个个汉字。通
过学写诗，我就是想让孩子们像玩珠子一
样来玩汉字。事实上，孩子们正是“玩儿
着”，就把一首首诗说（写）出来了。

孩子们玩儿时细心、专注，他们如果对一
种游戏产生了兴趣，就会没完没了地玩下去。
他们常常有新发现，他们常常能看见事物之间
难以察觉的神秘联系。写诗，无非就是让
他们把这些“新发现”写出来。我甚至认为，
在写诗这件事情上，大人要向孩子学习。

我们都知道，诗是通过语言符号来表
达情感的艺术。心情心情，心里才能生出
情感来，而情感各色各样，千变万化，喜
怒哀乐⋯⋯诗却能把它们捕捉到，形象地
表达出来。孩子们的心是最灵敏的，所以
能捕捉到最细微的形象。

“我们长大成人后，是不是离童心太
远了？”在这夏日的晴天里，我凝望着天
空中的蔚蓝和阳光，不禁这么问自己。

诗是生命中最善 （心意）、最美 （想
象）、最真 （直觉） 的那些瞬间，它们闪
闪发光。诗是生命自身闪耀着的光。光的
源头呢？就是那颗童心。

（作者系诗人、翻译家。本文摘自《给孩
子的12堂诗歌课》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写诗这件事上，大人要向孩子学习
树才

有 人 认 为“ 开 卷 有
益”，我看未必。有些书是
毒药、迷药，会让你在不知
不觉中迷上它，慢慢中毒
而不自知。有些书尽管是
解药，甚至可以疗毒，但读
不进，或者读进去了，没有
批判，没有内化，说不定也
会转而成毒。所以，从某
种程度上说，开卷不仅未
必有益，许多情况下，我们
是在开卷吸毒的，中小学
生尤其如此。

我常常反思的是，给
中小学生开书单，应该是
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搞不
好就是误导，再说，阅读的
事情恐怕不是按图索骥的
事情，读什么、什么时候
读、怎么读，远不是我们这
些好为人师的人能把握
的。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是
走近他们，看看他们的兴
趣所在，适时援手，给予一
点儿参考性的建议。关键
是要率先垂范，自己读起
来，想起来用所读诊断和
指导所教，努力为他们营
造一个读书的环境与氛
围。自己不读书，何以劝
人读书？自己读书太浅、
太 窄 ，何 以 指 导 他 人 读
书？再说，佩索阿有言：

“有些人环游了四大洋，却
走不出自己的单调。”看看
许多读书人的状况有多少
不是如此？

圣地亚哥·拉蒙-卡
哈尔有本书叫《学习的方
法：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的人生忠告》，其中关于“嗜书狂和夸夸其谈者”这节，
颇合我意。许多读书人的毛病大致不外乎这两方面，
我的毛病就是以嗜书者自居，还给自己的书斋起了个

“嗜书斋”的名号。读书人的毛病大抵如此，坐拥书斋
以为自己就是读书人了，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无所
不知了，殊不知所读不能变现，就白白浪费了时光。另
一方面，天下可读的东西太多了，穷其一生，也就读个
皮毛，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所读不能改变所为，莫
如不读，进一步说，多读不能提升认知，与没读其实并
没有什么区别，这世上抱着满腹经纶睡大觉的大有人
在。知识固然重要，如果不能转化为个人知识，不能改
善自己的认知与行为，至多不过可以让自己成为夸夸
其谈者。

阅读，并不等于学习，只有在阅读中将自己的思
考、疑惑、审视融入其中，才可以说是学习。我们常常
会问，某人为什么读了那么多书，竟然毫无长进？不就
因为仅仅为读而读，没有参与的缘故吗？更为普遍的
问题恐怕还在于许多教师几乎不读书，而且还有一个
很好的理由，那就是那些读了那么多书的人，不一样不
会教书吗，甚至有读了很多书的人，教学成绩还不如某
些不读书的。

当有某人说你是读书人的时候，未必只是一种嘉
许，其潜台词或许更为丰富。

因此，教师要推广阅读，首先自己得有鉴别力。我
一直认为，有些书是不能读的，读得越多，可能受害越
深。比如国人那些大谈教学模式神话、大谈高效课堂
奇迹的，翻翻或许可以，但如果信以为真，则可能会使
我们走向反智，甚至反常识的境地，对这些货色要保持
高度的警惕。还有那些人人称赞、貌似处处正确的所
谓畅销书、鸡汤文，也是值得警惕的。有些畅销书，除
了可能炒起来的以外，本身就是大众化、忽悠化、鸡汤
化的。紧接着的就要净化朋友圈，寻找优质资源。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人的朋友圈自然有不同的阅读
取向。我一直主张要“啃一点儿难啃的书”，这就需要
有一干“少数派”的朋友。朋友圈除了有“补钙”的短视
利益外，也有一些难啃的、启智生益的佳作被推荐、被
谈论。此外，读书贵质不贵量，有时候读得汗牛充栋倒
不如人家迎头一喝，正是这个道理。

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二）》中的《霍拉修与克
列奥门尼斯的第四篇对话》中，记录了克列奥门尼斯这
样一段文字：有些人博览群书，记忆力也非常好，但对
事物的判断力却很差，或很少能准确恰当地谈论事物，
或说出来时已经为时太晚。在读书过量者当中有些可
怜的书虫，读起书来胃口无边，却食而不化。克列奥门
尼斯认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像进行思考时一样，使人们
之间呈现如此大的区别：两个人可能具备同等的知识，
但其中一个人所作的即兴发言，另一个人则需要精心
准备两个钟头才行。

读书不过为了弥补认知的缺陷，提升认知的境界，
在认同或者反对的思辨中，一步步趋于内心敞亮的状
态。我们一方面要用自己的判断对文本还原、去伪、求
证、寻理（讲究理据），另一方面还要用自己的生活去践
行、去论证。读、想、行动、记录、分享⋯⋯一个都不能
少。读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筛选、没有判断、
没有问题，你就变成了一块海绵，你就只有吸收，管不
好还要漏掉。读了想了，不付诸行动，最多只可能成为
理论的巨人。当你付诸行动了，理论才可能成为你的
认知和经验。有了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不仅可以与
人分享，还可以帮助自己对问题的再思考、再认识。写
的过程会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甚至驱使我们去读
更多的书籍。这就是“完整的阅读”。读书成为我们生
活一部分的时候，成为一个人生命的需要的时候，读书
就是我们应有的生活状态，幸福的状态。每天在别人
和自己的思想中死去，又在有所改变和创新中活来。
我们发现，阅读，不需要什么引领，它带来的快感，使我
们欲罢不能。

书，是给人读的，更是启发人思考的，如果再进一
步，就是供人批判的。读书固然关乎一个人的认知，但
如果读书成为一种门面了，不读也罢。读书这个事情
就如品茶，不同的茶叶需要不同的水温，也要考虑器
皿，但关键在冲泡的功夫，不会冲泡，再好的茶叶也会
被糟蹋了。冲泡的功夫即便不错，喝茶的不会品，同样
是糟蹋。如果想读书，不妨翻翻圣地亚哥·拉蒙-卡哈
尔的忠告。

关键不在读多读少，而在于能否读透，想通，能不
能联系具体的问题打开另一扇门。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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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诗教学的“不教而教”

“不是所有的草都开花”（王立春诗
句）。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现代诗歌
对儿童母语教育的意义，不是所有教师
都能够鉴别什么是好的现代诗，也不是
所有人都有勇气带着孩子去读诗写诗。

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里，第一学段（一、二年级）要求

“诵读儿歌、儿童诗”，第二学段（三、四年
级）“诵读优秀诗文”，第三学段（五、六年
级）“阅读诗歌，大体把握诗意，想象诗歌
描述的情境，体会作品的情感”。

整个小学阶段，都没有明确提到现代
诗歌的写作，直到第四学段（七至九年级）
才开始提出“尝试诗歌的写作”。很显然，
这时学生的语言已经定型，日常语言的模
式化表达早已深入潜意识里。而儿童时
期初学语言，正是诗意最佳发生地，“少年
时在语言里，却尚未习得语言中所有的规
则，这种暧昧的位置，与诗的位置，最能呼
应”（杨照《诗的》），趁着语言尚且新鲜，趁
着思维尚未固化，趁着还有一颗勇敢的
心，教师何不带着学生写诗？

这不是笔者的一厢情愿，相反，在研
究国外的母语教学时发现，国外母语教
学中重视诗歌教学的不在少数。

日本现代诗人北原认为“儿童生来
就是诗人”。日本学者竭力提倡在小学

教育中，指导学生写儿童诗歌，并且对儿童
诗歌创作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奠定了童
诗教育在国语教育包括作文教学中的地
位，使得童诗教学成为日本小学国语教学
中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日本小学教材

《国语》编选了大量的诗歌，并且安排了诗
歌创作的练习，每学年上学期安排诗歌阅
读欣赏，下学期安排诗歌创作练习。在三、
四年级，写作要求“根据熟悉的事物和想象
的事物写诗”，五、六年级，明确要求“根据
经验和想象等，创作诗歌、短歌、俳句”。

英语课本中经常出现写诗歌的练习设
计，让学生大胆表达、任意发挥，绝少顾忌。
诗歌的阅读与创作成为该国母语教育的重
要内容。如：大家熟悉的英国牛津英语教材，
分为小说、诗歌、专项活动三大模块，诗歌是
课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

法语教学大纲非常明确地将“诗歌语
言的学习”与“书写”“书面表达”等并列，单
独作为书面表达的一项目标，并且提出了
各阶段诗歌语言学习的具体要求。将诗歌
学习列作教学目标写进大纲，这在各国初
等教育母语课程中是绝无仅有的。

国内的情况也有了可喜的变化，诗人
树才、蓝蓝等开始带着孩子读诗写诗，在诗
歌界、小学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内现
代诗歌教育的春天已然萌生。

用用诗歌擦诗歌擦亮母语亮母语
周其星

童诗教学开始走向春天

一群人的诗教之旅

封面·话题

“诗歌语言就是在不断地擦亮母语，
让它重新焕发光彩。它是在追溯语言的
源头和破坏语言的承袭。”（廖伟棠 《我
偏爱读诗的荒谬》） 这些年来，全国各
地开始涌现出一大群热爱诗歌教育的小
学语文教师，他们利用晨读时间、课前
三分钟时间，在教室里带着学生朗读优
秀的现代诗，并自觉开发校本课程；利

用托管服务的时间，给学生赏读现代诗
歌，指导创作现代诗歌，用诗歌的鲜活
语言激发学生创造的活力，擦亮我们的
母语。

大量的诗歌创作实践，让学生获得
了语言的自由与自信，我们把这流淌着
花与蜜、诗与歌的浪漫主义教育称为

“彩色的诗歌教室”。

笔者早在 2017 年，就跟诗人树才、
童话作家陈诗哥合作编写了一套诗教读
本《一位诗人的诞生》，旨在让学生精读
一百多首中外优秀现代诗作之后，可以
从语言的结构、表达的范式上提取诗歌
写作的支架，从而“借诗人的酒杯，浇自
己的块垒”，从读到仿，写出属于自己的
诗歌来。从收集起来的大量学生作品来
看，仿作的品质都很出色，有些诗作甚至
不亚于大诗人的原作，这让我们从中看
到了指导学生进行诗歌创作的一条捷
径：童诗教学的“不教而教”。

“要写好诗，必须广泛而深刻地阅
读。优秀的诗歌是最好的老师，或许是
唯一的老师。”（玛丽·奥利弗《诗歌手
册》）诗教发生的前提，是从事诗歌教学
的师生必须阅读大量的优秀诗作，提升
自己的诗歌鉴赏品位，洞察语言在诗歌
中运行的规律。为此，笔者和一群诗歌
发烧友遴选了三百多首优秀诗作，初步
按理解的难易度、诗歌内容与生活的黏
合度以及多年来诗歌阅读与写作教学经

验，编排为低中高诗歌分级读本，并利用
“星星新诗社”微信公众号坚持每天朗读推
送，解决“不同年龄段读什么诗”的问题。

“孩子身边要有喜欢诗的成年人，尽
可能经常地给他们读诗，这既会丰富孩子
关于诗歌的知识集，增长他们对诗之可能
性的了解，还会让孩子体验到诗歌的一种
重要乐趣：每当朗读一首有趣的诗，诗人
精心谱写的声响乐曲就会显现出来。”（佩
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 《儿童文学的
乐趣》） 就目前来看，现代诗歌教学是一
条少有人走的路。笔者和一帮志同道合的
朋友却兴致勃勃地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成
立了诗教联盟，不定期邀请国内知名大诗
人作讲座，随时推荐正在阅读的现代诗歌
赏析与诗歌教育书籍，及时预告优质的童
诗教学讲座与观摩课，分享每天读到的好
诗与读诗心得，甚至抓拍生活细节，大家
接龙写诗⋯⋯我们深信，“文学会有反作
用力，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性格⋯⋯你读到
的越好，受到的影响越好”（王志军《进入诗
歌》）。

刚出版不久的“彩色的诗歌教室”系
列丛书，是笔者团结了国内一大帮长期
致力于现代诗歌教学的语文教师合力完
成的，书中都是大家探索的诗教案例，有
鲜明的人物形象，有生动有趣的教学现
场描述，有对经典诗作深入浅出的赏读
讲解，有学生现场创作的佳作展示及点
评⋯⋯这是一套完整的现代诗教课程体
系，可以看到一线教师在诗教之路上的
探索历程与成果。

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的庄丽如老
师，多年来一直躬耕于诗教最前线，在她
的热情引领下，卓琳娜等一大批诗教老
师成长起来，成为学校的明星教师⋯⋯
如今，他们不仅在教室里带着学生读诗
写诗，还成立了诗歌社团，每周都会去松
山湖图书馆给更多的孩子讲诗歌。

东莞市东华小学的杨滟老师，在学
校的大力支持下，精心打造校园诗歌文
化，成立了萤火虫诗社，每周都有两节诗
歌读写课。为庆祝今年的世界诗歌日，
学校将写诗的学生照片及其诗作挂在墙
上供大家朗读致敬，同时举办全校万人
读诗盛大活动。好的教育就是这样——
把学生隆重抬起，高高照耀。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小学的邓妙珊校
长，从一年级起就开设晨诵课，带着学生
诵读经典的童诗童谣。为了让学生亲近
诗歌，还让他们通过诗歌配画、抄写诗歌、
聆听诗歌，根据学段设立低中高年级的童
诗社，校长亲自上诗歌课⋯⋯尤其是该校
的“当诗歌遇见绘本”课程，将诗歌与绘本
相结合，构建出奇妙的诗教课堂。

如今，笔者在汕头市南澳县支教，带
着海岛上的孩子读诗、抄诗、写诗。一个
学期过去了，他们中不少人写出了很优
秀的诗作发表或得奖，写诗已经成为他
们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更为重要
的是，他们开始把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
着的这座小岛、小岛上的地名和物产写
到了诗里——《春天》：如果你要写春
天，/就不要只写春天，/要写海岛的日
落，/写它的温暖，/写九尖山的风景和热

爱，/写白鹭公园的花，/写文化广场上的小
朋友向春天问好，/写山顶村的炮仗花，/如
果你要写春天，/就不能只写春天。

这是小诗人景熙航在诗歌课堂上的现
场写作，诗句里都是南澳岛上的地名和风
景。在我的启发和鼓励下，小诗人们主动
把自己生活的家乡风物写到诗里，将文字
与生活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还有比这更
浪漫的爱岛爱家乡教育吗？我希望他们可
以一直勇敢地记录海岛上的生活，用自己
的语言创造另一个世界。

在常规语文教学之外，做一个诗教老师
总有意外之喜——常能邂逅温暖诗意和大胆
想象，此刻，语言在学生笔下不断创造奇迹：

列车像一个少年⋯⋯
早晨的明日，是世界的眼睛⋯⋯
太阳从天空中走来，我在井里望着天

空⋯⋯
树枝把金子般的阳光挂在脖子上⋯⋯
日落，/就像一个小气球，/它落啊落

啊，/最后沉没在/我的眼睛里。
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提笔写诗，对

他们来说，写诗是件快乐事。更重要的是，
诗歌可以张开他们的眼睛，去重新发现生
活，看到身边的细节之美。

最后，笔者想讲一个小故事。佛山市
三水区实验小学特级教师邓妙珊是一位有
着童心和诗心的校长，春天校园里落满了
榕树叶，她请清洁工不要急着去打扫，就留
在地上，等着学生下课时来玩耍。一个小
举措，却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诗意浪漫与
人性光辉。邓校长说：“用诗歌浸润过的童
年，必定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在孩子们
人生长路的黑暗时刻，这诗歌的光泽也必
定如光芒，照亮黑暗，给予温暖与力量。”

在坚硬的现实里，坚持理想无疑是难
的，但丧失了理想追求的人生该何其乏味
无趣。我们生而平凡，但因为诗歌，让日子
不再锈迹斑斑。身为一名教师，当怀揣理
想，披挂一身诗歌的光辉，带着儿童走向明
亮的前方。

（作者系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语文教师、
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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