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东
当前，群文教学研究在我省

开展得如火如荼。群文阅读，就
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内，探索性地
阅读一组相关联的文章的阅读方
式。准确把握群文阅读的特点，
才能让教师在教学设计、教学实
施中充分发挥群文阅读的优势，
实现在阅读实践中培养学生语文
能力、提升学生素养的目的。

漯河高中作为课堂改革的
“急先锋”，在群文阅读的探索
和实践方面一直走在兄弟高中
的前面。群文阅读训练终极目
标是什么？其实就是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当群文阅读遇上
核心素养，又会发生什么奇妙
的变化呢？

一、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群文阅读和核心素养之间有

一个媒介就是阅读素养。这些年
的探索和实践已经达到了提升阅
读素养的层面。群文阅读教学，
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组群文的学
习，为学生营造生活化、原生态
的阅读情境，提供更为丰富而多
样的阅读资源，通过多篇有关联
的文章的阅读，使学生掌握生活
化阅读的基本方法，在探索性的
阅读实践中，语文素养得到提
升。而阅读素养的发展和提升，
必定有利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萌
生——不知不觉中，学生语言体
系的建构，思维的发展和提升，
评价、鉴赏和独创的能力就养成
了，对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水到渠

成。
群文阅读在促进阅读素养和

核心素养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
优势。核心素养习得，需要一个
博大而坚实的依托——阅读素材
的甄选。当我们正确地认识了群
文阅读教学有别于传统阅读教学
的本质后，我们才能在尊重学生
主体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群
文文本、不同阶段的学生，科学
地采取教学策略，最大限度地发
挥群文阅读教学的优势，实现原
生态、多层次、全方位的语文能
力培养。

二、科学选文，高效实践。
国内目前使用的语文教材，

大都按主题单元设计，也算是一
种形式上的群文阅读。编者的出
发点是好的，但教师在使用时大
多没有做到单元整体教学，仍
是一篇一篇地逐次进行。而且
同一单元的课文，同质化较高，
题材和体裁都比较单一，准确地
说，算不得真正的群文教学。
另外，仅仅在课堂上以教科书为
中心很难使学习方式发生转变，
学习潜力很难激发，思维的火花
很难点燃。而群文的选文，是依
据教学需要围绕一个或多个议题
选择一组文本。相应地，议题就
是一组选文中所涵盖的供师生充
分展开议论的话题，提供给读者
一个思考和创造的空间，鼓励和
支持“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哈姆莱特”。

当我们正确地认识了群文阅

读教学有别于传统阅读教学的本
质后，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群文阅读教学的优势。文章的选
择应根据师生实际，从预设的教
学中心目标、文章要素、作者等
方面，多角度地进行科学搭配，
注重层次与整体效果，注重生活
阅读和感悟。要抓住时机进行练
笔，更好地为学生能力和素养的
培养服务。

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群文阅读”是教师选择教

学资源材料、学生阅读、师生多
元交流的一种形式。它既是对传
统阅读形式的一种传承，也是一
种补充。只有当教师正确地认识
群文阅读的本质，准确定位群文
阅读在整个语文教学中的位置，
才能让群文阅读成为语文核心素
养落地的主阵地之一。

当群文阅读遇上核心素养，
我们期待教师不仅仅是“传道、
受业”，还要解惑；不仅“授之
以鱼”，还要“授之以渔”。我们
盼望教师回归教育“育人”的本
真。我们有这种自信：我们的学
生终将既有人文底蕴，又有科学
精神；既能学会学习，又能健康
生活；既有敢担当的精神，又有
实践创新的果敢，最终成为全面
发展的人！

【作者简介】王海东，中原
名师，河南省教育教学专家，河
南省教师教育专家，河南省语文
特级教师，漯河高中副校长。

文/本报记者 李 丹 整理

当群文阅读遇上核心素养
教育大家谈

教育监督热线
5673776 13303958277

◆政策信息
◆教育视窗
◆投诉建议
◆违规举报

微信公众平台

习作园地

2017年4月5日 星期三
编辑：金 星 5本版信箱：lhrbjx@163.com 教育视窗

郾城区“十佳师德标兵”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李 丹
在 郾 城 区 孟 庙 镇 初 级 中

学，提起学校的刘建刚教师，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每说
起他，大家都会不住地夸赞。
这位像传奇一样的老师，不仅
爱岗敬业，创造性地开展各项
工作，还是身边的活雷锋、万
能修理工。

创新工作 推动教改

刘 建 刚 是 终 身 学 习 的 典
型，平日就喜欢研读 《论语》
等经典教育著作。他曾自费去
千里外的杜郎口中学学习“取
经”，还积极申请各种培训学习
的机会。汲取百家之长使刘建
刚 具 有 较 深 厚 的 教 育 理 论 功
底，能根据班级和学生的具体
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如何使农村薄弱学校走向
强大？怎样才能让学生得到更
好的发展？这都是刘建刚经常
思考的问题。担任班主任时，
他锲而不舍地推行苏霍姆林斯
基式的“学校——家庭”教育
模式，找准教师的角色定位，
积极构建以“孩子一生幸福奠
基”为培养目标的教育体系。

刘建刚动员家长和孩子写
亲子笔记，并建立“学生家长
微信群”，深入开展家校互动，
并及时为家长解惑，讲授教育

孩子的相关知识。家长们被刘
建刚这样无私的情怀和责任感
感 动 ， 纷 纷 学 习 家 庭 教 育 技
巧。家校联合为学生创造了良
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倾心教育 爱生如子

他曾雪夜家访，脚印洒满
凌晨四点的偏僻的乡村小路，
只为让上网成瘾的学生走上正
路。他曾组织为丧父学生捐款
活动，让孩子体会班集体的温
暖。他曾用尽心思，通过学生
劝学生的方法，让辍学者重新
回到校园。刘建刚认为，教师
的爱是大爱，是博爱，师爱就
是让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
断感悟，并不断上进。他把教
育学生当做一项事业，既把班
级建成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精
神家园，又把班级建成勇于拼
搏敢于胜利的竞技场。

2012年8月，刘建刚自己花
费近千元去开封解救一位因逃

学受困的学生。连司机师傅得
知刘建刚此行的情况后都说：

“你真是一个好老师，和学生非
亲 非 故 ， 还 这 么 花 钱 奔 波 折
腾。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是
想不通。”如今，那个孩子已经
能够自食其力，提起当年事依
旧对刘建刚感激不已。

刘建刚介绍，在农村薄弱
学校工作，经常需要面对家庭
教育严重缺失的留守儿童。作
为教师，需要对学生“洗脑”，
把贪玩的孩子引导为爱学习的
求知少年，把种种不良习惯压
缩、化解、稀释、消融直至重
新塑造价值观，养成新的良好
的习惯。

甘于奉献 乐于助人

危 难 时 刻 ， 更 显 英 雄 本
色。刘建刚曾在沙河上救起一
位不慎落水的捕鱼老人，还曾
冒着巨大风险护送一位八十多
岁摔倒受伤的老人回家。

“ 身 边 的 活 雷 锋 ” 刘 建
刚，还是校园里的一位能工巧
匠。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一次
升国旗时绳断了，在众人的质
疑声中，刘建刚只用一根管、
一根铁丝就漂亮地完成了“高
空穿线”，为学校节约了一笔
开支，全体师生啧啧称奇。他
还动手设计制作了精巧的劳动
工具架，解决了长期困扰学校
的劳动工具不能有序摆放的问
题。

刘建刚是万能修理工。他
为学校修门窗、帖瓷片、焊桌
椅、焊栏杆，整修损坏的高低
床 、 补 楼 梯 、 铺 地 平 、 修 电
路、修水管，甚至连专业水电
工都感到棘手的难事他也能想
办法搞定。有时为了不让工作
时的噪音影响学生上课，他就
趁周末学生离校时一人到学校
加班，从来不计报酬。刘建刚
做 过 的 活 计 布 满 校 园 每 个 角
落，方便了师生，保护着大家
的安全，如点点繁星见证他的
爱校如家。

“文武”兼修 德耀人生 ——记郾城区孟庙镇初级中学教师刘建刚

■文/图 见习记者 姚晓晓
在漯河二中就读后的半个

多世纪，已经 70 多岁的老人，
再次回到母校，看到学校在不
断变化的同时还保留了五六十
年前的建筑，顿时无限感慨，
仿佛回到了曾经的青葱岁月。3
月 30 日，漯河二中毕业于 1960
年的8位老校友重聚母校，回忆
青春，追忆当年的岁月。

银发同学聚首

3月30日上午，虽然天空下

着小雨，但阻挡不了这些老学
子 重 回 母 校 的 热 情 。 一 进 校
门，看到校园一片姹紫嫣红的
春日美景，看到曾经就读的受
降亭被完好地保存，他们不禁
激动万分，不约而同拿起手中
的相机拍照留念。阔别五十七
年，他们从青葱少年步入迟暮
之年，但对母校依然一往情深。

“我们都 70 多岁了，可以
说是老学子了，能在这个年纪
和同学们一起回母校看看，心
里很高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对母校感情很深，看到母校就

像看到自己的家乡一样。看见
母校变得这么好，我们心里也
很欣慰。”76岁的傅强说。傅强
是当年班里的团委书记，毕业
以后就到郑州工作，平时很少
回漯河。这次能和老同学一起
回母校看看，他激动得一夜没
有睡。

在漯河二中党支部书记赵
明的带领下，老校友们参观了
受降亭、教学楼、运动场等。
赵明向校友们介绍学校近几年
的发展，老校友们赞叹母校的
变化，为学校近年来取得的成
绩感到欣慰。

他们回忆五十多年前自己
在学校学习、生活的往事。在
得知现在的学生像他们当年一
样勤学习、爱锻炼、尊师长，
为母校赢得诸多荣誉时，他们
感到十分高兴，说母校让他们
备感自豪。老校友们还深情回
忆当年的学习和生活，用他们
成长的历程激励如今的学生发
奋读书、顽强拼搏，以广博的
知识、高尚的人格、创新的精
神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大槐树下
为祖国和母校祈福

这些银发苍苍的老人行动

多有不便，可是他们相互搀扶
着参观母校、回忆当年的情景
令每个在场的人都动容。

“他们虽腿脚不便，但为
了来母校参观，相互搀扶着。
这 么 醇 厚 的 感 情 很 让 我 们 感
动，我都抹了好几次眼泪了。”
张 青 作 为 老 校 友 白 秀 荣 的 女
儿，谈及老人十分动容。

来到当年的大槐树下，这
些白发苍苍的学子纷纷为祖国
和学校祈福。“他们没有一个人
为自己或儿孙祈福，全都是愿
祖国安康、学校越来越好。老
人们的境界很高，没有一点私
心，漯河二中培养出的学生很
优秀。”张青说。

“我们这一届的同学现在
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大家虽
然没有显赫的地位，但这么多
年来无一人违法犯罪，这都归
功 于 学 校 的 德 育 工 作 比 较 扎
实，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人生
基础。”当年的体育委员张国钦
说。

赋诗赠母校

白秀荣也是这些老学子中
的一员，和当年的同学们重回
母校一直是她的心愿。

“ 母 亲 今 年 快 80 岁 了 ，
1960 年毕业到现在，和同学们
一起回母校看看是她的心愿。
漯河二中的毕业证她一直保留
着，虽然老人不说，但她没事
总把毕业证拿出来看看。母亲
年纪越来越大了，作为儿女也
想帮母亲圆了这个心愿。”张青
说。

据张青介绍，由于母亲的
同学年纪都比较大了，很多已
经永远离开了人世，本来联系
上的有 12 位，而且都要来，临
时却有两位住院了，所以这次
相聚很不容易。

“五十多年后重回母校，
回忆五十多年前我们在这里努
力学习、追求梦想、锻炼成长
的日子，真好。重回母校是我
们的梦想，今日重聚，我们要
感谢校长及老师、同学的热情
接待。你们圆了我们的梦想，
我们不胜感激。”老校友们纷
纷 对 目 前 在 校 的 师 生 表 示 谢
意。

趁着这次回母校的机会，
白秀荣把珍藏多年的漯河二中
毕业证赠给母校做纪念，同时
还现场为母校赋诗一首：母校
桃 李 满 天 下 ， 学 子 四 海 遍 天
涯。皆为祖国栋梁柱，共赴梦
想好年华。

白发忆青春 深情话当年
——漯河二中老校友回母校参观纪略

4月1日，源汇区实验小学少先队组织四、五、六年级学生
步行前往漯河市烈士陵园扫墓。 王 红 摄

4月1日，召陵区实验中学（小学部）开展“承先贤志 圆中
国梦”清明节经典诵读展演活动。 赵交托 摄

4月1日，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举行“清明祭先贤 全城诵
经典”活动。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4月1日上午，源汇区区直幼儿园组织全体幼儿到沙澧河边
春游。 罗素红 程慧鸽 摄

祭先烈 寄哀思 踏青去
师生多种形式过清明节

日前，源汇区第二实验小学举办的为期两周多的“育桃李 教师交
流展示课”活动圆满结束。全校有20位教师参加活动，展示了独特的
教学风格。 宁亚双 王聪慧 摄

漯河二中老校友把珍藏多年的毕业证捐给母校作纪念。

昨天下午，我去了好朋友
姚舜戈家玩。因为这次经历，
我被他深深感动，并和他结下
深厚的友谊。

到了姚舜戈家，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位年过八十的老奶
奶。老奶奶的头发已经白了，
行动缓慢，走路得让人搀着。
姚舜戈向老奶奶介绍我，或许
老奶奶因为年迈耳朵不好使，
姚舜戈说几遍她都没听清。我
本以为姚舜戈会很不耐烦，但
姚舜戈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为
老奶奶介绍，直到老奶奶听懂
为止。我暗暗佩服：姚舜戈虽
然学习不太好，但他真孝顺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让我
对这个好朋友有了一个全新的
认识。

姚舜戈带我到一个废弃的
房 子 里 “ 探 险 ”， 不 停 叮 嘱
我：“小心一点，跟着我走，
别被碎玻璃片扎伤了脚！”当
前方有一根半高的电线时，他
对我说：“小心一点，弯下腰
走，即便是废弃的电线也要小
心 ， 有 时 会 有 余 电 。” 下 楼
时，他又细心地说：“沿着没
有裂痕的台阶走，如果在有裂
痕的台阶上走的话，万一台阶
塌了，就麻烦了。”虽然房子
里凉飕飕的，但因为他那些话
我感觉很温暖。

最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

我对他刮目相看。
我和姚舜戈正在看电视，

他妈妈对他说：“儿子，到后院
拿点菜来，我给你炒炒。过生
日嘛，得让你吃点好的。”姚舜
戈二话不说，拿起钥匙，关了
电视，立即冲出家门。我不由
得感慨万千：姚舜戈可真是一
个懂事的孩子啊！

拿了菜，天色暗了下来，
我也该回家了，姚舜戈骑着自
行车带着我，他那娴熟的车技
又让我震惊了一次。在路上，
我得知姚舜戈还没满月时，父
母便离婚了。听到这儿，我心
里一阵阵刺痛。我想象不出如
果我的父母在我还没满月时离
婚，我会是什么滋味，然而姚
舜戈却摇了摇头说：“没事！”
我更加佩服他——他是一个多
么坚强的孩子啊！

我彻底被姚舜戈感动了，
已经把他当成一个铁哥们了，
因为他孝顺、体贴、懂事以及
坚强。姚舜戈，你身上有太多
优点让我佩服，值得我学习。
我想对你说：希望你努力把学
习成绩提高上去，咱们两个以
后上同一所中学、高中直至同
一所大学，因为我不仅想和你
做六年同学，还想与你成为知
己！

加油，姚舜戈！我相信你！
指导老师：王艳芳

我想与你成为知己
■市第二实验小学五（1）班 李宸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