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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来到黄志伟艺术馆，这
里展现陶艺大师黄志伟先生及其学
徒的 103 件作品， 包括石湾公仔、浮
雕、国画等，其间不乏一些获过大奖
的作品。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开心佛》，
这尊快乐无忧的弥勒佛，表现了“大
肚能容天下难容之物，笑口常开笑世
间可笑之人”的主题。 弥勒佛圆滚滚
的肚子， 笑得嘴巴能塞进两个鸡蛋，
让我们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它的嘴巴
上面有几个小白点，当我们纳闷那是
什么时，馆长介绍说那是胡子，用的
是点珠釉技艺，别看只是很简单的几
个白点， 那需要 10 年以上陶艺经验
的大师才能点出来，要求点出来的珠
又圆又饱满。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名叫《关云
长》的作品，关云长是三国人，是一位
民间广为流传的令人尊崇的忠勇英
雄。 据介绍， 作品采用独创的陶艺
手法———“线塑”， 吸收了传统中国
画线描“十八法” 创作手法， 用泥
条代替线条来刻画形体的形、 神、
面， 每条线条粗细随着形体的变化
而变化。 这件作品做得非常生动形
象， 关公威风凛凛地骑在战马上，
他身披铠甲， 手持大刀， 眼睛炯炯
有神， 霸气十足。 就连战马也跟真
马一模一样， 让我感觉它在飞速奔
跑， 好像会跑出来似的。

观赏之余，小记者们也不忘自己
的职责，大家一个个拿起话筒，向黄
大师提问：“您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

哪里啊”、“您从事陶艺创作这么多
年，有没有想过放弃呀”……

“小记者们好积极，传承有望。 ”
黄大师赞扬了大家的优秀表现，并对
小记者的提问进行耐心解答。 他表示
自己从小就喜欢陶艺，所以坚持到现
在也没想过放弃。 他勉励小记者要好
好学习， 同时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事
物，不忘初心。

我想，这种对待工作及事业的态
度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

乌沙小学 陈安琪 陈靖怡 周琪
恩戴皓彬 尧柏川

中山小学 何怡霏 林雅琪 廖家
栋 孙彬耀 李嘉睿 邓茹允

雅正学校 张境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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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怎么教？ 怎么
学？ 看语文特级教师是怎么做
的。

读《西游记》之前，丁之境
给学生上了一节导读课，“让孩
子对这本书有一个初步的了
解，调动学生的浓厚兴趣，再指
导一下阅读方法， 然后学生利
用课外时间去读。 ”

他规定学生每天课后读三
个回目，“全书 100 回， 一个多
个月肯定能读完。 ”每天的语文
课，他会拿出 5-10 分钟，进行
《西游记》的阅读交流分享。

前三周的阅读交流以老师
主导为主，“我会设置一些有趣
的小问题，让学生回答。 其目的
一是检查学生是否认真读书，
二是通过这些问题激发他们对
《西游记》的好奇。 ”比如孙悟空
是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大
部分孩子都答是， 结果再仔细
看，书里写的是“内育仙胞，一
日迸裂， 产一石卵， 似圆球样
大，因见风，化作一石猴”。 由
此， 孩子会发现原来读原著和
看电视连续剧是不一样的，原
来自己的阅读是那样的不仔
细。

光读得仔细不够， 还要学
会思考。 第二天，丁老师再问：
孙悟空撑着木筏漂洋过海到南

部赡洲地界， 在这里流浪了多
少年？ 在找到菩提祖师之前的
这些年，他靠什么为生，他可能
会遭遇什么？ 到了灵台方寸山，
拜到菩提祖师门下多少年，师
父才肯教他法术？ 通过这些问
题的设置， 逐渐引导学生深入
思考， 原来孙悟空和我们每个
人一样， 从孙悟空的身上我们
可以读出生命成长的艰难和复
杂， 从孙悟空身上可以看到自
己成长的影子，并深深感动。 这
样的阅读， 将读书与自己的人
生和生活联系， 这样的阅读才
是真正有意义的。

三周之后， 不再是老师主
导，而是全班交流阶段。 丁老师
开始进行“慧眼看西游”课前分
享活动，每天一个学生，提出自
己读《西游记》的困惑、问题，大
胆猜想，结合原著进行论证，最
终形成自己的结论，做成 PPT，
到讲台上讲给全班听。

“孩子们在阅读交流中，不
知不觉中学会了发现问题———
进行猜想———分析论证———得
出结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
法， 这种思维方法不单可以用
于阅读， 也可以迁移到其他学
科的学习， 甚至是今后的专业
研究上， 这是可以终生受益
的。 ”丁之境说。

三年要读 36 本书！

初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怎么读
没有网络通讯系统， 妖怪们

怎么都知道“吃了唐僧肉长生不
老”？ 如果在小说的第 99 回给即
将完成取经任务的孙悟空两个选
择，去西天受封成佛，或回花果山
逍遥自在，悟空会选哪个？假猴王
六耳猕猴其实就是孙悟空自己？
师徒四人各自的心魔是什么？
……这些问题， 是广东实验中学
荔湾学校初一的孩子们， 在读完
语文教材要求必读的《西游记》之
后提出来的。

9 月开始， 全国中小学统一
使用统编版语文教材。 初中语文
最大的变化是整本书阅读， 三年
要读 36 本。 整本书阅读怎么教？
怎么学？ 广东省中学语文特级教
师、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执行
校长丁之境告诉老师和同学们，
如何化艰巨任务为手到擒来。

“虽然黑熊怪很丑、很黑，但我认为
他是《西游记》里最文雅的妖怪，一个有
文化、有孝心的妖怪。 ”在省实荔湾学校
特级教师丁之境的语文课上，一位同学站
在讲台上，一边播放自己做的 PPT，一边
向同学们分析论证：

第一，书中对他的洞府描写的用词跟
其他妖怪老巢都不一样，不是怪石嶙峋、黑
云蔽日之类，而是“鸟蹄人不见，花落树犹
香，遇过天连青壁润，风来松卷翠屏张”等，
是特别明媚、明朗的一座山，连洞口的绿植
都是文人雅士喜欢的洁净高雅的植物。

“而且，他抢到袈裟之后想搞一个‘佛
衣会’，非有品位的妖怪不能如此作为。 还
有，他写给金池长老的邀请函，用字典雅，
文人气扑面而来。 ”

“黑熊怪说，佛衣会举办的日期是‘母
难之日’而不说‘生辰之日’，记挂着生他
受苦的母亲，难道不是一个有孝心的妖怪
吗？ 正是这个妖怪太与众不同了，连观音
菩萨都喜欢，最后把他收去守后山了。 ”

一个初一孩子的能这样细腻、 有想
法、有逻辑地解读、分析一本书，不正是已
得了阅读三昧吗？

初一上学期必读的整本书是《朝花夕
拾》和《西游记》，每本半学期。 从 9 月开
始，丁之境开始带着同学们读《西游记》，
从一开始同学们连“孙悟空是不是石头里
蹦出来的”这样的问题都会答错，到提出、
论证“如果在小说 99 回给即将完成取经
任务的孙悟空两个选择，去西天受封成佛
或回花果山逍遥自在， 悟空会选哪个？ ”
这种带点哲学思考的问题，不过短短 2 个
月的时间。

师生是如何做到的？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西游记》课堂上出
现这一幕———

学生论证：
黑熊怪是
最有孝心的妖怪

对于初中生来说，统编版
语文教材有何变化？

首先，统编教材中整本书
阅读、 名著阅读的地位提高
了。“名著阅读以前放在语文
教材的附录，现在放在单元，
变 成 单 元 教 学 内 容 的 一 部
分。 位置的变化代表着地位
的提高， 以前有老师会觉得

附录上的内容是可教可不教
的，现在放在单元了，不再是
附属内容， 而是语文教学的
重要内容， 就必须认真对待
了。 ”丁之境说。

其次，阅读量增加了。 每
学期要求必读书目 2 本、自主
阅读 4 本，三年就是 36 本。 例
如，初一上学期的必读书目为

《西游记》《朝花夕拾》，自主阅
读为 《湘行散记》《白洋淀纪
事》《猎人笔记》《镜花缘》；初
二上的必读书目为《红星照耀
中国》《昆虫记》， 自主阅读书
目为 《长征》《飞向太空港》、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寂静的
春天》。

第三， 教材增加了阅读

方法的指导和专题探究。 例
如： 对 《西游记》， 教材给出
的 阅 读 指 导 是 “精 读 与 跳
读”；《骆驼祥子》 要圈点与批
注；《海底两万里》 可以快速
阅读……因此 ， 学生们要紧
跟 教 材 ， 掌 握 各 种 阅 读 技
巧 与 方 法 ， 提 高 阅 读 速 度
和效率。

对于基层老师们该怎么教，
丁之境指出， 整本书阅读的关键
是，老师首先要把书读起来。

“老师不读书， 想培养学
生读书，那基本是不可能的。 ”
丁之境说，老师要喜欢阅读、会
阅读，要有自己的阅读见解。阅
读兴趣的激发、 阅读深度的引
导， 是在老师与学生对文本的
交流中形成的。 ”

无疑整本书阅读教学对老
师的要求提高了， 老师也需要
学无止境地修炼， 老师不但要

读这些原著， 还要读一些名家
的点评、鉴赏等，扩大自己的阅
读视野，掌握科学的读书方法，
提升自己的阅读鉴赏能力。

教材规定必读的 12 本书，
读法各有不同。 例如《西游记》
是精读与跳读，遇到不懂的字、
深奥的文言诗词或描写， 可跳
过去不求甚解， 不影响整本书
的阅读。《红星照耀中国》是学
习对纪实文学的阅读。 语文老
师要根据每本书的特质， 制定
适宜的阅读方法指导。

当学生的阅读渐入佳境，
有了兴趣和自己的思考后，老
师会组织专题探究和交流，把
整本书的阅读推向深入。 比如
丁之境会用一节完整的语文课
来跟同学们讨论一个主题，讨
论的题目经常是事先征集学生
的想法，全班投票产生的。

“给即将完成取经任务的
孙悟空两个选择： 去西天受封
成佛或回花果山逍遥自在，他
会选哪个？ ”这个问题就是学生

提出的，并且激发了班上孩子们
的探究热情，同学们分成了两派
展开辩论，自由辩论环节各抒己
见，热闹非凡。 虽然各自意见不
同，但最终学生们从孙悟空的选
择这个命题中读出了孙悟空本
我、 自我、 超我的成长历程，将
阅读推向思辨与哲学层面。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还
学会了团队合作、 尊重他人的
不同观点， 如何进行学术探讨
和辩论等。

用主题教学将阅读推向深入

关键是老师要先精读

每堂课5-10分钟阅读交流

一学期两本书的教与学， 语文课
课时够用吗？ 好消息是，每学期的课文
篇目从原来的 30 篇减少到了现在的
24 篇。

“如果一学期只教孩子读 30 篇课
文，就算每篇都认真精讲，就算老师细
嚼给学生，对学生阅读能力等语文素养
的提高是远远不够的。新教材的编写者
应该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丁之境解释，
统编版语文教材构建了一个从教读课
文到自读课文、再到课外阅读的“三位
一体”的阅读体系，“每个单元有两篇教
读课文，老师教学生读，重点是教学生
阅读方法； 单元还会有一篇自读课文，
老师指导学生用教读课上学到的阅读
方法自己读；最后拓展到课外的整本书
阅读，整本书阅读成为语文课堂教学的
延伸和有效补充。 ”

在目前的网络时代，孩子阅读呈现
浅显化、碎片化、狭窄化倾向，新教材提
倡整本书阅读、接近经典也是为了抗衡
这些倾向，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提高整
体国民素质。

强调整体阅读，让老师们面临两个问
题：一是如何让孩子读，而且是喜欢读、开
心读？ 二是老师怎么教？ 多年来老师们习
惯了一篇一篇教课文， 整本书阅读怎么
教？ 怎么检验学生课后读了没有、读到什
么程度？

丁之境认为， 整本书阅读要解决两个
核心问题：一是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
孩子爱上阅读， 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让
绝大部分孩子经过中学的语文教育， 能够
将阅读作为终身的生活方式”；二是教给孩
子读书的方法，帮助他们解决阅读碎片化、

理解浅显化、只简单追逐故事情节等问题。
丁之境强调， 整本书阅读的目的是为

了涵养学生性情，为孩子的精神成长奠基，
所以对家长、 老师、 学生都有一个前提要
求：不能功利化，不能盯着考试。“整本书
阅读如果又对准考试， 又走到应试的怪圈
里， 那绝对是件很悲哀的事情。 整本书阅
读的功夫主要在课外， 核心是让学生把书
读起来，老师可以适当上阅读交流分享课，
通过任务驱动、多元共读等方式，让孩子爱
上阅读、学会阅读，成为有终身阅读习惯的
阅读者。 ”

记者了解到， 整本书阅读正在逐步纳
入中考、高考的考试范围，出题方式也在逐
渐改变。

丁之境介绍，近年来广东省中考省卷
“名著阅读” 的题目越来越灵活，“以前通
过背老师归纳的复习要点，基本上就可以
应付考试了，但现在必须是认真地读了整
本书并有所理解，才能答好题。”例如去年
的考题：《水浒传》108 将聚义梁山的原因

有多种，请结合原著，写出其中的四种及
对应的一个人物。 这样的题目代表着未来
的考试趋势，不认真读书仅仅靠死记硬背
肯定是应付不了的，不仅要读而且还要掌
握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读出自己的理解
和思考。 对整本书阅读进行考查，其目的
也是促使学校、 家庭和学生真正重视阅
读， 特别是让学生真正感受和领略文字、
书籍的美。

名著阅读的地位大大提高

建构“三位一
体”阅读体系

对策：让孩子爱上阅读学会阅读

趋势：整本书阅读纳入中高考

长安选堂学子记者走进佛山被称作“南国陶都”的佛山，是我国最大最重要的陶瓷生
产基地。 产于石湾镇的石湾公仔，更是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
上的一朵奇葩。

11 月 3 日下午，来自长安镇乌沙小学、中山小学
和雅正学校约 240 名羊城晚报长安选堂学子记者
组团来到佛山，他们不仅走进了南风古灶，体
验了博大精深的陶文化； 还走进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黄志伟的艺术馆， 面对面采访聆听
大师的创作心得，感受工匠精神。 据悉，本
次活动是羊城晚报长安选堂学子记者
站语言艺术主题月的实践活动。

品赏石湾陶文化
对话工艺美术大师

南风古灶汇聚了山公微雕、 古作车拉
坯、 拍大缸等传统工艺精华， 又集合了舞
狮、粤剧、剪纸等民间艺术精粹。

据说它的名字有些由来， 因烧陶时冒
出的烟向南吹去故得此名。 我们在这个世
界陶文化圣地， 体验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陶
文化。

南风古灶古色古香、 浓厚的艺术文化
氛围让我们陶醉。 景区内的全国重点保护
文物、 被称为陶瓷活化石的南风古灶和高
灶更是深深吸引着羊小记， 据说它 500 年
来窑火不绝、生产未断，已载入吉尼斯世界
纪录大全，让现场的小记者惊讶不已，一边
感叹古人的鬼斧神工， 一边为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的传承所感动。“今天虽然参观的时
间不长，我已深深感受到中华 5000 年陶文
化的博大精深。 ”一名羊小记说。

羊小记面对面采访陶艺大师

探课

方法论

变化

？

丁之境上《西游记》阅读课

走进南风古灶，品赏陶文化

参观南风古灶

采访黄志伟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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