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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六年，乐学品读行语文体系升级发布

就是品、读、行语文
“语文就是品、读、行！——品诵中华古诗文，读厚一本语文书，行间

字里好河山。”
11月17日，由广州乐学品读行发起的“语文就是品、读、行”的语文

体系升级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乐学集团全国分校领导、广州各大媒体、学
员家庭及社会各界人士等，共同出席了本次发布会。经历六年的发展沉
淀，乐学集团广州分校校长、品读行语文创始人刘静锋对全新锐变的语
文体系“语文 就是品、读、行”进行了广度和深度的全面阐述。

据悉，品读行语文是基于“文化自信，立德树人”的国家战略，传承发
展优秀中华文化，肩负国家情怀教育使命，并紧贴校本语文、中高考等语
文主旋律进行创新拓展。在发布会上，刘静锋回顾了乐学品读行的历程
与成果，他感慨道：“我们一起走过了六年时间，共同创造一个语文奇
迹。我们走过的这六年，其实‘品、读、行’这三个字是息息相关的。”

广州乐学品读行是从做语文
起家的，而最开始是从古诗文的
诵读开始的。“当时我们的古诗班
和古文班是广州做得最好的，而
且特别热门。”刘静锋认为，经典
是经过一代代的读书人沉淀下来
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晶，代表着
中文美学的极致，古诗文积累一
首是一首，诵读一篇是一篇，这些
都是语文学习的有效积累，积累

到一定程度，就是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六年前，品读行语文正是
从古诗文的大声朗读和分层积累
开始——从课堂到出版，从诗词
大会再到分级评估，“品诵中华古
诗文”已经成为语文学习中一个
强大的积累体系。

为让语文学习从娃娃抓起，
本次发布会上，品读行推出“鹅
鹅鹅”朗读学院产品，中华经典

诗文专项品读教学，海量古诗文
分层级诵读积累。这是品读行
在幼小衔接阶段的语文体系升
级，也揭开了低幼孩子如何爱上
古诗文的秘密。与此同时，一场
创意十足的“1000首古诗文分
级”发布仪式震撼了在场嘉宾
——超长的卷轴印满了1000首
古诗文，悬垂绕场一周，带来“飞
流直下三千尺”的诗意境界。

没有一本书能像语文书一
样，集结最美中文，传承中华文
化，涵养伟大民族，链接历史未
来。刘静锋表示，学好语文的根
本，是把课本读活、读透、读广、
读厚，将课外知识和课本串联起
来打破断裂式的语文教育,从而
让孩子形成课堂内外的共鸣、共
振。品读行的大语文课上，如遇
到经典名著选段、历史相关、地理
相关、时代背景相关等句子或文
章，老师都会有相应的背景知识

补充，比如《红楼梦》里林黛玉进
贾府、刘姥姥进大观园等章节，学
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精读。

2018年，乐学品读行发布
“读厚一本语文书”课内外共振
教学体系。短短两年，乐学品读
行语文将“读厚一本语文书”立
体落地，大声朗读、时代语文、古
诗文积累、阅读作文及表达等能
力板块为学员们成绩与素养提
升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体系。

本次发布会，品读行小升初与

新初一语文大组联手呈现了一堂特
别的语文大课《草原》，生动展现“读
厚一本语文书”的独特内容体系：读
厚风俗，语文老师嘹亮歌声唱响草
原；读厚地理，内蒙古草原，风吹草
低见牛羊；读厚文化，草原美食与风
土人情娓娓道来；读厚诗文，草原意
境在大声朗读中冉冉上升；读厚名
家，再现老舍笔下的内蒙古风光；读
厚名著，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
的《小木屋》、席慕容的《夏日草
原》、姜戎的《狼图腾》……

“历史有多长，品读行语文
的经纬就有多长，世界有多大，
品读行语文的天地就有多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语文终究
要出发。

这两年，品读行携手羊城
晚报社联合举办了许多活动，
从“广州好”到“岭南好”，开行
业先河，获社会口碑。品读行
尝试带着语文课堂走出课室，
把语文课开到永庆坊和越秀
山，开到潮州、惠州、韶关，开到
韩愈、苏轼、张九龄到过的地
方，把课堂搬到实实在在的文
化现场，更加立体有效地学习
岭南语文，学生不局限于课本，
真切地感受到语文的魅力，在
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探索中，
更爱自己的家乡。“我们在品，
读，行这三个字上，都进行了丰

富有效的教育与学习的实践，
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发布会上，“品读岭南，乐行
广东”征集活动为获奖同学颁发

“岭南文化领衔少年”荣誉称号，
肯定他们在语文“行”学上的优
异硕果。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
究院执行院长陈晓璇在致辞中
分享到，很感动从“广州好”走到
了“岭南好”，并将语文课堂和岭
南文化进行了创新结合，带来了
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口碑、产生了
岭南文化传播的社会效应。“羊
晚是具有文化底蕴的大报，乐学
品读行是有文化有情怀的语文
机构，双方走在一起，正是因为
彼此有着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追
求：学好语文，传承文化，赞颂家
国。”她赞叹道，这场发布会饱含
创意和欢乐，文化含金量极高。

学术出版是乐学品读行
语文的重要硕果。发布会
上，刘静锋还就乐学品读行
的学术积累进行了分享。“这
六年来我们出版和推出了大
量书籍，我们在广州市应该
是为数不多能在学术积累上
有这么多成果的一间机构。
比如，联合北大出版社出版
的《小 学 生 必 诵 古 诗 360
首》《小学生必诵古文 240
篇》一版再版，并在各大平台

热卖。”
据介绍，乐学品读行即

将出版包括《中小学生必诵
古诗文960篇》、《古诗识字》
系列、《古诗书法》系列、《读
行岭南》、《乐于学习的秘密》
等学习读本。除此之外，学
员的大量作文发表也是品读
行语文的特色硕果。本次发
布会也对学员优秀作文发表
于《文学少年》等语文期刊进
行了嘉奖。

“语文是有用的，把语文
书用起来”，刘静锋认为，要
把这一理念贯穿丛书各等级
各分册里，引导学生把在语
文课和古诗文诵读中积累起
来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去，运用到表达交流实践中
去，运用到作文中，尤其是运
用到小升初考试、中考、高考
的 作 文 中 去 。 因 写 而 读 ，

“用”会促进“诵”，而诵读反
过来提“写”的水平，如此良
性循环，语文素养全面提升
将水到渠成。刘静锋认为，
乐学品读行之所以对未来充
满自信，满怀希望，是因为乐
学品读行是在发展过程中创
造奇迹，见证奇迹，“连续三
年中考语文成绩都破140+，
正是学员们乐读乐学乐思乐

写创下的品读语文奇迹。”
正如乐学集团“语文大

神”陈焕文所说，语文是来自
生活的学科，源于生活，以人
为本。学生只有更好地品、
读、行，才能实现更好的语文
学习，收获美好人生。

他谈到了乐学品读行的
三个重要精神内核“重视朗
读，重视课本，重视生活”，
生活决定了语文学习的下
限和上限，没有无生活的语
文，也没有无语文的生活。

“ 语 文 是 具 有 重 要 性 的 学
科 ，也 是 以 人 为 本 的 学
科 ，是 有 人 情 味 的 一 个 学
科。希望我们去实现一个
更好的语文学习，以此能够
收获一个更美好的人生。”

（文/品家）

从学好语文到用好语文
乐读乐学乐思乐写创奇迹

从坐读语文到行读语文
学术出版成果颇丰热卖

品诵中华古诗文
推出“鹅鹅鹅”朗读学院

好未来万怡挺：
培训教育行业的价值与责任凸显

11月23日，GET2020教育科技大
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以“或跃在
渊——教育的信心与发展”为主题，邀
请国内外优秀教育行业从业者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教育行业的信心和发展。

作为科技教育企业代表，好未来集
团执行总裁万怡挺受邀出席大会领袖
论坛，并发表“迎难而上：教育者的挑战
与担当”主题演讲，分享了好未来抗击
疫情、与行业携手共度的重要举措，以
及响应国家号召，“办实业、办教育、办
公益”的使命责任。

2020年是整个教培行业的关键转
折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教育
培训行业带来了巨大难题，很多机构面
对着资金、运营、成本等多重挑战。

“培训教育企业长期是在夹缝中
求生存，非常艰难，也非常了不起。”
在大会上，万怡挺分享了好未来助力
全行业度过疫情的探索和实践。疫情
初始，好未来就用科技搭建了教育的

“避风港”，为行业开放好未来直播云
的线上教学系统，帮助 4万多机构和
学校的 14万名老师共渡难关。好未
来智慧教育，在疫情期间累计为全国
49个市县的公立学校提供直播教学
系统和学而思网校免费直播课，惠及
500多万师生。

同时，疫情期间，教育企业纷纷“抱
团取暖”。北京市昌平区的同学都荟教

育综合体中，16家企业在疫情期间守望
相助，通过线上和线下融合的教育探
索，闯出了一条新路，有15家企业获得
了盈利。教育行业学习交流平台未来
之星，在疫情期间联合300多位教育行
业 CEO校友，与行业合作伙伴推出线
上沙龙，帮助教育企业分析面临的实际
困难，提供经验分享、智力支持和资源
帮助。

在疫情冲击的另一面，是全球被迫
进行的全面在线教育实验。可以说，疫
情开启了在线教育的“新纪元”。据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
第 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在“停课不停学”
政策的引导和助推下，全国2.82亿在校
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截至2020年6
月，三线及以下城市在线教育用户占整
体的 67.5%，同比提高 7.5%，在线教育
正加速向下沉市场渗透。

教育，承载着千千万万家庭的希
望，但实现偏远地区的普惠教育仍任重
道远。所以除了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
开放共享，如何为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
提供更优质、更公平的教育，是摆在教
育从业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线教育包括AI技术，可以帮助
教育公益在供给侧方面进行改革，它会

使教育公益变得用得上、用得好、用得
久、用得准，实现大规模的高品质、大规
模的有温度和大规模的定制化。”万怡
挺表示，好未来正在与教育行业同仁一
道，通过更加智能化的方式，推动教育
扶贫的供给侧改革。

好未来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在
线”APP平台，通过整合优质教育和技术
资源，如学而思网校“AI老师汉语学习
系统”、国内首家实现28分钟真人免费
在线解题的题拍拍、凯叔讲故事等，助力
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已覆盖陕西、
河北、贵州、新疆、云南、四川等18省40
县区，受益贫困师生达10余万人。由新
东方和好未来共同发起的情系远山公益
基金会，致力于将教育培训行业成熟、先
进的技术应用于乡村教育，推动城乡教
育的一体化发展，已经在21省的400多
所学校落地，帮扶了10余万名师生。

“中国培训教育行业面临着三十年
未有之大变局，教育创造美好的未来，
更是一个投资未来的最好的途径。”展
望未来，万怡挺表示对行业发展充满
信心。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在线教
育的路又将走向何方？万怡挺给出了

“科技与教育的融合已呈现新态势”的
判断。首先，教育行业全面数字化将成
为趋势，数据驱动能力将成为教育行业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助力教育实现大规
模的“因材施教”；其次，人工智能将推
动教育的标准化和个性化，让教育“降
本增效”；最后，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
全息视频等 5G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让在线教育更加贴合线下上课真实
场景，不断提升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和
用户体验。 （蒋隽）

教育企业“抱团取暖”闯出新路

在线教育正加速向下沉市场渗透 科技与教育的融合
已呈现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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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课练阅读
广州探索全科阅读赋能课堂教学改革？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实习生 高焓 通讯员 李渊浩

理课堂也能锻炼阅读能
力，全科阅读赋能广州课
堂教学改革。日前，广州

市教育研究院在花都区新华街
云山学校龙珠校区组织开展基
于阅读的课堂教学展示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
贯彻落实《广州市教育局关于进
一步提升中小学生阅读素养的
指导意见》的工作要求，发挥智
慧阅读试点学校优势。

全科阅读可以从一切可能的地
方开始，洪红妹老师就利用了看似与
阅读无关的中学物理《电压》进行有
益尝试。

在这节特别的物理课上，洪老师
设计了四个课堂活动环节，教导学生
认识电压和学习使用电表。要掌握这
些知识点，学生除了需要动手做实验，

还要阅读课本、说明书、表格等，从中
提取相关信息。在此过程中，学生阅
读非连续性文本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课后，洪老师还结合生活实际，
向学生推荐了关于锂电池的拓展阅
读材料，把阅读从课堂延伸到课后，
让学生在阅读中拓宽视野，锻炼思
维，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中。

梁秀媚老师在小学语文阅读分
享课例《三毛流浪记》上，展示了学生
在智慧阅读平台上发表关于《三毛流
浪记》的阅读心得录音、笔记等材
料。接着，她巧设情景，为学生准备
了四个关卡，检验学生的阅读质量，
帮助学生完成整体阅读、深读阅读的

任务。
梁老师通过启发学生对比自己

与三毛的生活，感受今天生活的幸
福，激发爱国情感，升华课堂主题。
她把阅读贯穿整节课例，让学生学会
通过读文、读图，理解作者表达的深
层含义，并鼓励大家分享所思所想。

课后，广州市教研院的专家对两
位老师的课堂进行点评。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特聘学术顾
问谭健文老师表示，基于阅读的课堂
教学改革，依靠的不应该是一两位专
家，而是各学科的全体老师。她建议
老师，使用智慧阅读平台中由各学科
积累而来的数据，从而了解学生的阅
读内容、质量和成果，对学生做针对

性的指导。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院长方晓波

认为，高品质的学校注重阅读教育，
师生要把阅读作为生活和学习的方
式；优秀的校长主动聚焦课堂教学，
通过基于阅读的课堂教学改革减轻
师生的教学压力；好老师积极推动教
学改革，帮助学生提升阅读素养以适
应未来社会的竞争。

据了解，云山学校和石岗小学作为
智慧阅读试点校，大力促进基于阅读素
养发展的课堂教学改革。

云山学校校长黄炜介绍，学校积极
践行课题引领下的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
改革“三课共进”的实践方式，全面培养
学生的阅读能力。仅2020年，学校就有
14项课题成功立项为广州市智慧阅读课
堂教与学小课题。同时，学校近三年建
立5个图书馆，其中包括和社会公共图书
馆共建，学生人均每月阅读4本书。

广州实验教育集团石岗小学以智慧
阅读平台为阅读资源，实施“目标导航，
精炼提问、质疑交流、拓展延伸”的四环
节教学模式改革。校长王齐认为，从内
心去唤醒孩子们自我发展才是最好的教
育。石岗小学一方面致力于基于阅读的
课堂教学变革，另一方面也提倡在阅读
中育人，让校园有温暖有故事。

方晓波认为，云山学校和石岗小学
重视阅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重视阅读，
而是上升到阅读教育的层面去推动课堂
教学改革。

近期，广州市教育研究院组织试点
中小学校共同推动智慧阅读项目的相关
工作。如在广州实验教育集团花都秀雅
学校开展基于阅读的课堂教学变革现场
会暨主题研讨活动，在广州市协和小学
举办的“数学+课堂+阅读”专场研讨活
动，均取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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