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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植树节，在春天里咱总得种点
什么不是，有薄田的，咱种瓜点豆，秧韭插
葱；没有田地的，咱弄个花盆，一样种花栽
草。 一直喜欢绿植，且也不用花团锦簇，只
要绿着就很好了，正如一些字，无需那么多
华丽的辞藻，只要有着本真，一样有着清奇
骨骼。

且不说植物长势如何，单凭这份心情，
这份美好，也是值得培育的。 如果实在没什
么可种，咱们就种一缕阳光、一点善心 ，在
阳光与感恩里行走， 一样会长出蓬勃的锦
绣。

我是信了的，就如一些植物，总有遇到
气味相投的同类。 以草木的名义爱你，我喜
欢这烟波绿里的一分沉静，一分神秘，一分
纯净，一分内敛，一分微小，一分勇敢。 它不
是我生命最需要的底色，却是眉眼和内心世
界里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亦恰恰是这般的
不动声色，才能引逗出我或卑微或高尚的罗
曼蒂克的况味。

想想我喜欢的生活， 几乎是造境而来，
平常凡俗日子，除了洗衣做饭，就是喝茶翻
书，侍花弄草，寻芳而识幽，敛静而知味。

人这一生，很多时候都会心生颓唐无聊
之意，咱更应该学会为自己造境，一书一墨
丰其秀骨，微花细草染其雅气。闲绿几丛，花
朵一捧，必然还有清喜留白，诗韵暗流。那就
许自己一段清宁吧，在这个春天，安静恪守
着一些小欢喜、小感动、小知足。听说春天能
长出童话，愿文字亦能如植物一般，遇到懂，
遇到暖……

（邵槿 周口市颍河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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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春天能长出童话

教师心语

学习新课标 创新语文教学

������姓名：郑秋娟
学校：周口经开区第一

小学

职称：中小学一级教师
所获荣誉：荣获周口市

优质课教师、周口市优秀班
主任、周口市骨干教师等称
号 ，多次参与市级 、区级课
题研究并获奖。

������新学期一开始， 周口经开区第一小
学就组织全体语文教师学习 《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从课程目标上看， 语文学科的义务
教育阶段“核心素养”时代，真真切切地
到来了。 首先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提法
不同，分别是“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
维能力”“审美创造”， 不再提 “三维目
标”。 课程目标分学段的要求，也不再是
以往的五个版块 “识字与写字”“阅读”
“写话、习作、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
学习”，而是分成了四个领域：“识字与写
字”“阅读与鉴赏”“交流与表达”“梳理与
探究”。接下来我就说一说感触最深的两
个方面。

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一词我们并不陌生， 但要
问什么是核心素养、 什么是语文核心素
养？ 又感觉模糊、各有说法。 此次新课标
关于语文核心素养给出了明确的阐述：
“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
构建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

来的， 是文化自信和语言运用、 思维能
力、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 ”

新课标语文核心素养特别提出了文

化自信， 且将它放到了核心素养的第一
位。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
淀丰厚多样、文化成就灿若星河，怎样一
代代地传承和发扬， 让每一个中国人从
中感受到自豪感和使命感， 应该是语文
课程的责任担当！

学习任务群

学习任务群是本次修订课标新提出

来的一个概念。 新课标提出：“教师要明
确学习任务群的定位和功能， 准确理解
每个学习任务群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提

示。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教材内容和学
生情况，设计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依托
学习任务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
方法和学习资源， 安排连贯的语文实践
活动。注重语文与生活的结合，注重听说
读写的内在联系，追求语言、知识、技能
和思想情感、文化修养等多方面、多层次
目标发展的综合效应。 ”

回想上学期的语文综合性学习———
轻扣诗歌大门， 其实我的教学活动设计
就是学习任务群的实施。任务一：我从单
元整体设计出发， 带领学生早读时读大
量的现代诗歌， 让学生找出现代诗歌形
式特点，为学习现代诗单元做好铺垫。任

务二：在学习第三单元课文时，为了更好
地理解诗歌表达的情感， 在预习课文时
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在课下查找，
搜集冰心、艾青、叶赛宁、戴望舒的资料，
以及他们创作诗歌的背景， 在课堂学习
时与同学分享。 这样学生可以更好地理
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 更重要的是学
生乐意做这样的学习活动。任务三：学习
单元诗歌时， 学生很容易理解现代诗的
形式，无论是朗读还是仿写，都有一定的
兴趣，并明白诗歌有节奏美、韵律美、形
式美、形象美。等到综合性学习———编诗

歌集，小组分工明确，有设计封面、目录、
抄写等， 又是语文学科与美术学科的整
合学习；每个小组所选诗集内容不同，学
习任务也就不同。这一综合性学习活动，
把学习前、学习中、学习后的知识连接起
来，从课内走向课外，从活动走向课堂再
走向活动， 现代诗歌也真正地走进学生
的内心。

结合专家学者的解读， 我们对语文
教学如何教、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有
一个明确认识， 也为我们今后高效开启
语文教学，根植学生美好品质，提升学生
和核心素养内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

思想。

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

带领孩子们“推开写作之门”

□记者 黄佳 文/图

本报讯 “读书之乐乐何如，
绿满窗前草不除”。 3 月 10 日上
午，书香周口·名家系列讲座邀
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
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 中国作
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 国际
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到周口

讲授写作经验，带领孩子们“推
开写作之门”，体悟写作别样洞
天。

69 岁的曹文轩有着作家和
学者的双重身份，从 1979 年开
始发表文学作品，40 多年来，他
的笔下诞生了 《草房子》《青铜

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蜻蜓
眼》《火印》 等一大批优秀儿童
文学作品。 诗意的笔调，忧郁的
生命瞬间，苦难的经历、坚韧的
力量， 曹文轩的每一部作品都
能让我们获取思想的深度和广

度， 汲取到纯净和澄澈的人性
力量。

讲座开始前， 孩子们用热
烈持久的掌声向曹文轩表达心

中的敬意。 曹文轩的 4 条写作
经验 “去别人不去的角度才看
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未经凝
视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创造
的自由是无边无际的”“好文章
离不开‘折腾’”，让被写作困扰

的孩子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讲座中， 曹文轩援引契诃

夫的 《草原 》中 “天空飞来三只
鹬， 过了一会儿那三只鹬飞走
了， 过了一会儿那先前的三只
鹬飞了回来”来启发孩子，让孩
子体会“凝视”精神对于写作的
重要性，向孩子们讲述“写作的
心态 ”就是 “素描心态 ”，“凝视
是打开世界的钥匙”。

曹文轩说， 每个人都有一
双眼睛， 一辈子以两种眼光看
这个世界：一种是扫视，一种是
凝视。 凝视这世界， 才会出现
“从天空飞来三只鹬”， 才有了
对世界细腻的感受， 对万物变
化的敏感，这样的细腻、敏感是
优秀写作必备的素质。

现场，曹文轩除了讲故事、
聊经验， 还与孩子们热情地互
动。 “曹爷爷您好，我们应该读
什么书？ ”“您是如何写出《青铜
葵花》这部作品的？ ”……曹文
轩给出了他对于阅读和写作的

建议 ：“阅读是写作的前提 ，写
作是阅读的结果。 我个人现在
依旧是‘七分读书、三分写作’。
书是分 ‘血统 ’的 ，一定要读有
‘血统’的、经典的书。 ”

周口市文昌小学学生岁岁

是曹文轩的忠实的粉丝。 她告
诉记者：“能听到曹爷爷的讲座
太难得了， 他讲的内容十分有
趣，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

讲座结束后， 曹文轩还热
情地为小读者签名。

周口报业小记者周恩泽现场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