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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童年，表达生活
邓　雪

（重庆市长寿区第二实验小学，重庆 401220）

摘要：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是衡量其语文素养的标准之一，也是学习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和重要标志，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

族的未来。提高小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在语文教学中，践行语文阅读教学与海量阅读相结合的方法，让

小学生在海量阅读，丰富文化积累，学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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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阅读教学中，我们常常引导学生在学习中读教材学表达

方法；拓展阅读补充材料，去习得更多的方法。在语文教材中，

特别是高年级，语文教材会出现很多大家作品，名著选段。这时

借助课文，推荐学生阅读相应的小说原著、大家的作品，走进阅

读的世界，领略广阔世界，找到生活中的共鸣，表达生活！

一、阅读文本，走进生活，发现生活趣味

走进部编版《语文》5 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以 “童年往事”

为主题编排课文。童年是一首亘古不变的诗，走进童年，走进无

忧的世界。这一单元首先向我们展开的是古诗文中对童年生活描

述，让现代的孩子穿越时空的遂道，对比童年，了解古代孩子的

童年生活，让孩子们看到了童年的无忧无虑，也看到了古代大诗

人笔下的天真可爱的童年生活形象。对于五年级下册的孩子们，

他们正进入第一个青春期，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了一定的见地，

他们对于生活的现状有话要说，他们在现在生活阶段，有所思考，

有所发现。阅读古诗文中的古代童年，走进现代童年，对比中，

发现共同的主题就是“童年充满了乐趣”。找到古代孩子世界的

童年，发现自己的童年生活。

教材接着向我们展示了大作家们的童年生活。民国才女萧红回

忆了小时候在“祖父的园子”里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季羡林先生

的《月是故乡明》向大家描写了童年时期在故乡生活时的快乐往事，

抒发了成年后对童年和故乡的怀念之情。作家、诗人陈慧瑛借《梅

花魂》回忆童年时代的经历，讲述了外祖父思念祖国的故事。

跟着教材阅读作家的童年，走进了不同年代，不同人物的童

年生活，品味他们对童年的深刻记忆，从中体会了浓浓的情意，

也关注自己正在经历的童年生活。

女作家萧红尽管在描述这段美好的回忆时的境遇不佳，但是

在他的笔下仍然怀念童年的园子，怀念童年的快乐，她的笔墨贴

近了孩子们的生活，勾起了孩子们对乡下生活的向往；同样有一

种童年叫“祖父”已经深入孩子们的心中，唤起了他们去寻味和“祖

父”“祖母”生活的点点滴滴。季羡林先生以古诗词中美好的“月”

意象的寄托，回忆童年，表达强烈的思乡之情。以“月”寄情，

以情动人，勾起了亲人浓浓的思念，引导学生珍惜童年的美好。

童年不仅有情感的美好，也有思考。《梅花魂》不仅抒发了情感，

也引导学生思考“梅花”所代表的坚毅不屈的民族精神，指引的

自己成长。

童年的生活天真浪漫，充满对情感憧憬，对成长、人生的思考。

这就是童年的魅力，它将浸润于人的一生。

二、拓展阅读，丰富生活积累，寻找生活共鸣点

（一）搜集童年的生活材料，了解不同人物的童年趣事

教材《口语交际》以“走进他们的童年岁月”为题，让学生

了解大人们的童年，进一步了解不同年代童年生活特点，感知时

代的变迁，感受不同生活。

在安排了学生搜集大人们童年生活的资料时，还提醒学生可

以搜集其他感兴趣的人物的童年生活资料。班级群里分享阅读材

料。根据同学们的材料，我们读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童

年故事，读到了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马克吐温的童年生活，读到

了孩子熟知的作家冯骥才的童年趣事，读到了苏联作家费奥多罗

夫的“童年的发现”……在这些阅读材料中，童年的我们在思考、

探索陌生世界，童年在无知与乐趣是渐行渐远。

（二）海量阅读描写童年的书籍

学习《祖父的园子》，结合课后《阅读链接》，推荐学生阅读《呼

兰河传》这本书，走进作家的童年，去了解作者笔下北国风情，

去感受作者那久久无法忘怀童年的快乐。阅读这本书，了解作者

萧红经历，在阅读中感受美好与伤感交织的深刻意味。

在这一单元学习时，推荐了一些以“童年”为主题的书籍。

跟随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走进英子童年，感受

一幅老北京的淳朴生活画面。读完后可以自由选择高尔基《童年》，

曹文轩《草房子》《窗边的小豆豆》等书籍阅读。

畅游在书海里，感受着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人物的童

年生活，唤醒孩子们的童年思考。童年不是无知的玩乐，在海量

阅读中，在别人的童年故事中，努力探求着成长，在思考着成长，

在经历着成长。

三、借助小练笔、习作，抒写生活，抒写语文

阅读别人的童年故事，学习作者的描写方法。让孩子们我手

写我心，写自己的童年。在小说中，写出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世界，

孩子们也在日记中写出了自己的童年世界。让人啼笑皆非的童年

傻事、趣事，朋友间小情义，以及对小生命的思考，都跃然纸上。

孩子们在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无限的未知世界，在孩子们的世界

里，他们还有数不清怎么了，为什么，他们在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

用笔在记录点滴生活。

在学生阅读、了解他人童年故事的同时，反观自己正在经历的

童年生活。本单元习作以“那一刻，我长大了”为题，让选择成长

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写下来，描绘自己童年的画卷。在孩子们热情

洋溢地海量阅读后，很多学生不再惧怕，充满了创作的无限向往，

他们也扬起手中的笔用诗歌描绘自己的童年发现，思考与成长。

教学中，以教材为蓝本，习得阅读方法；运用阅读方法，广

泛阅读，在阅读中积累，与生活结合，抒写自己的生活世界，表

达对于语文的思考，对于生活的领悟。

让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广泛阅读，海量阅读，在习作中尽情表达。

阅读语文，阅读生活，阅读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