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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陪伴，阅读便是幸福 
— —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读书会展示 
深圳市石岩公学 何 鑫 

在越来越多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认识到课 

外阅读重要性的时候，各种类型的班级读书会 

也开始亮相我们的语文课堂，引导孩子们一步 
一

步走向自主性阅读，正成为语文教学努力发 

展的一个方向。 

那么，孩子们应该读什么呢?教学大纲规 

定阅读部分名著，老师也提倡阅读名著，那是 

因为名著是百经咀嚼的精品，是历经时光打磨 

的真金。在宝安区大胆尝试并积极推行班级读 

书会的过程中，校园名著阅读展示活动纷纷呈 

现，并大有百花齐放之势。我们当然也不甘落 

后，在积极学习和效仿之余，更努力尝试以多 

样化的形式进行读书交流展示。 

然而，在经历了将近一年的课外名著阅读 

之后，学生似乎从最初的兴致极高逐渐变成敷 

衍了事，我们的阅读活动遇到了瓶颈——学生 

对名著的阅读兴趣并不大，他们总是在草草读 

完老师推荐的名著之后，就立刻拿起其他的时 

尚读物或者动漫作品。“我们不喜欢读名著”， 

有85％的学生这样对我说。没有了兴趣，阅读活 

动如何继续进行?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除 

名著之外，难道就没有可以推荐阅读的书籍了 

吗?朱熹曾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在学生的阅读活动中，这“活水”当属与学 

生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文 

学书籍了l新生代的作家层出不穷，淘到好作 

品应该不是难事。在宝安区语文老师的交流平 

台上，龙应台、张晓风、林清玄、丁丽梅、桐华等 

作家的作品纷纷进入我们的视野，让人耳 目一 

新。所以，这次我们选择了桐华的长篇小说徊B 

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 

阅读活动，希望能够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重 

新享受读书的快感，在分享中再次享受成功 的 

喜悦。 

一

、选书 

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以真挚的情感、 

真实的细节，讲述了发生在 8O年代的青春和 

爱——在少女罗琦琦的身上，凝聚着一代人复 

杂的青春时光。青春期的她游走在两种截然不 

同的世界里：作业、考试、小团体的校园；游戏 

机房、歌舞厅、小流氓泡妞斗殴的社会。她度过 

了灰色而孤独的童年，成为偏执桀骜、从不妥 

协的少女。但是经过复杂而双重的青春期，她 

渐渐在时间中淬炼，逐渐彰显了她聪明伶俐、 

成熟理智的特质。她和朋友们分享着青春成长 

过程的甜蜜、忧伤、彷徨、迷惑，让所有读者都 

感同身受，那些曾经的温暖和爱，那些记忆中 

趋于模糊的人和事，都穿越时空，在每一个读 

者的内心深处掀起了狂澜。那是非常真实的疼 

痛而又快乐的青春，也是每个人心底里难以忘 

怀的旧时光。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也作为一个母亲， 

除了喜欢这部作品的怀旧情绪外，我更看重的 

是这本书能够给孩子们带来青春引导和激励 

的正能量，这本书让我反复思考着一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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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教师和家长，我们给予学生的教育 

是否就是他们需要的、能够接受并行之有效 

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年少时光是他们正在经 

历的生活，他们对父母、对老师、对同学、对朋 

友、对社会，又是以一种怎样 的眼光和心理来 

看待?年少的心，稚嫩柔软，所经受过的伤害与 

温暖，都会被深深铭记，并逐渐塑造和影响着 

他们的性格，而这种影响或许会是一生的。作 

品中罗琦琦的生活经历，和我们的现实非常相 

似，阅读这部作品，似乎总能从中看到 自己的 

生活，也能看到似 曾相识的人和事 ，所 以学生 

肯定不会排斥阅读这样的书籍，实际上这类成 

长小说正是当代中学生所急需的一种精神食 

粮。· 

在本次阅读活动中，不仅全部学生参加 

了，我还发动了家长来共同阅读。因为对于家 

长来说，他们也有值得回忆的年少时光，借着 

这次陪孩子读书的机会，不仅重温 了旧时光 ， 

．还加强了他们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孩子共 同 

成长，这可以说是～种独具特色的亲子交流， 

无论是对家长还是对孩子，都会产生远胜于说 

教的引导和教育作用。我一直坚信 ，陪伴是最 

温暖的教育，希望这一次的读书经历，能成为 

孩子们温暖的青春经历，既开拓视野 ，又丰富 

阅历，最重要的是能产生真正的心灵触动，学 

会审视 ，学会珍惜，学会宽容与爱，学会 自我教 

育。让人遗憾的是，当年青春年少的我们，现在 

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不可否认，在忙碌的工作、 

紧张的生活中，自己那曾经美丽的青春时光已 

不知不觉间被逐渐淡忘，甚至连回忆的欲望都 

荡然无存。于是，当正在年轻的路上摸索着行 

走的孩子们，遭遇到困惑、莽撞和失落时，我们 

中的很多家长都不免落入俗套，要么不理解， 

要么严加管教和训斥，要么暗自神伤和担心， 

就是忘记了放下 自己的年龄，放下 自己的面 

子，坐下来耐心地和孩子一起经历他们的喜怒 

哀乐。这本书将可以唤醒一代人青春期的记 

忆，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教育年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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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 

二、促读 

B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共有上下两册， 

长达22万字。怎么读?用什么时间读?阅读过 

程中如何督促和检查?其实，只要做好最重要 

的一点：兴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一)引导阅读：通过热播穿越剧 《步步惊 

心》认识作者桐华，利用当代著名作家的评价 

认识作品。 ’ 

著名青春作家桐华，曾引领穿越言情小说 

潮流，《步步惊心》和 《大漠谣》都创造 了一个类 

型小说的畅销点， 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部 

分章节在作者的博客上放出后，引发了一次次 

催稿高潮，读者纷纷要求看全稿 ，他们为文中 

的人物悲喜感叹，他们写书评，给作者留言，只 

希望作者能尽快写完，给大家一个期盼已久的 

结局。历时五年，桐华终于完成了这部寄寓了 

许多人希望的佳作! 

著名作家王蒙这样评价这本书：“青春代 

表了一种亘古流传的情怀，在不同的时期，燃 

烧 出不同的火焰。 5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里 

描写的青春，带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气息，因此 

格外特别。” 

(二)自由阅读 ：全班 54人 ，分为四个大 

组，每组任命一位组长 ，在校 阅读时间主要由 

组长组织阅读。对于这本厚重的书，我曾经有 

过阅读时间无法保证的担忧，但是当看到连最 

调皮的学生抱着书竟然也一发不可收拾的时 

候，我释然了：兴趣的确是最好的老师。 

1．提供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由阅读：每个 

礼拜 6节语文课，其中 3节课是阅读课；要求 

每天晚上半小时阅读(后来通过家长“投诉’ 

知道，有的孩子看书 3个小时了仍不愿休息)； 

周末的时间也用来读书。 

2．确定每组的展示内容，老师多次和组长 

交流：每个阅读小组至少选择一个片段表演， 

并安排好相关演员，利用假期排练(表演时间5 



分钟之内)；每个阅读小组至少出五道问答题 

(要求在提供题目的同时也提供答案。所有的 

问题和答案一定要出自文本，而且与文本内容 

密切相关)；每组同学都要撰写读后感(可以是 

零星的阅读感受，也可以是完整的读后感)；选 

择书中容易引起争辩的话题；明确每个小组中 

有家长参与读书活动的同学，而且要及时收集 

家长的阅读反馈。 

3．进行批注指导：由于这是一部长篇叙事 

小说，批注不同于 以往的散文作品的批注，所 

以我建议学生的批注可以自由发挥，有感则洋 

洋洒洒，千字不嫌多，无话则保持沉默，不着一 

字也未必不风流，只要能够在学生的心里掀起 

波澜，阅读就是有效果的。阅读的过程其实就 

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们的孩子在青春的 

路上被作品影响、感染，其实就是最好的教育， 

远胜家长和老师的苦口婆心。(后来翻阅学生 

的读书笔记，发现每一个同学都在书上留下了 

点点墨迹，而且语言表达的真切和文采让我惊 

喜不断，兴奋不已!) 

4．与以往的读书要求不同：这次阅读我邀 

请家长一起参加。因为女主人公罗琦琦是一个 

看似叛逆却异常理智的少女，是一个桀骜不驯 

却心地柔软的少年，虽然她在一些老师和家长 

的心 目中，是一个问题女孩 ，但最终却迈进 了 

清华大学的校门，她的父母、她的童年、她的青 

春、她的老师、她的朋友 以及她的同学，都有很 

多可以引发讨论热点的地方，建议家长一起阅 

读，也能为家庭教育提供良好的契机。 

(---)多方交流，准备读书展示会： 

在学生认真阅读的同时，我就精心筹划读 

书展示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展示会的主持人 ：男生女生各两名， 

要求撰写主持人开场白和结束语，同时还要考 

虑到读书展示会的基本流程以及串联台词。 

2．确定四个组的展示 内容：每个阅读小组 

至少选择一个片段表演，并安排好相关演员， 

利用假期排练(表演时间 5分钟之内)；每个阅 

读小组至少出五道问答题(要求在提供题目的 

同时也提供答案。所有的问题和答案一定要出 

自文本，而且与文本内容密切相关)；每组同学 

都要撰写读后感 (可以是零星的阅读感受，也 

可以是完整的读后感)；选择书中容易引起争 

辩的话题；明确每个小组中有家长参与读书活 

动的同学，而且要及时收集家长的阅读反馈 。 

3．老师和家长交流 ：发现学生在读书过程 

中的行为以及思想的变化；动员家长撰写读书 

感受；邀请家长参与读书展示活动 ；就作品中 

关于孩子的教育进行探讨。 

4．要求组长与组员交流：踊跃献策，明确分 

工，认真准备，积极排练。讨论的话题有：基于 

网络上对这本书有不同的说法，你个人在读完 

这本书之后，觉得这本书适合中学生阅读吗? 

请阐明你的观点和理由。书中涉及人物较多， 

既有家长，又有老师 ，既有同学，也有社会闲杂 

人员，你个人觉得哪个人给你的感触最深?为 

什么?你觉得最终成就了罗琦琦的是什么?请 

举例说明。这次我们要求的是父母与孩子同读 
一

本书，父母在读完本书后有何反应?父母的 

主要感触来 自于哪些方面? 

三 、展 不 

经过一个半月的阅读和准备，读书展示活 

动终于如期举行，本次参与我们读书展示活动 

的不仅有学生和老师，还有很多家长，我们把 

家长也分别编入学生的四个小组。展示活动由 

以下几个内容组成： 

(一)你问我答忆细节： 

． 学生在读书过程中，根据书中的细节内 

容，设计 了 16道必答题和 10道抢答题 ，学生 

分成红、黄、蓝、绿四个小组，每组设一名组长， 

进行问题必答和抢答，并且由主持人进行记 

分，最后评选出优秀读书小组。 

(二)你说我演现情节：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离不开家庭生活、学 

校生活，而学校生活可以说对一个人的青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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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把全书的 

内容重新编辑，排练成三幕剧，分别为“罗琦琦 

的家庭生活 罗琦琦和她的老师们 ‘罗琦琦 

和她的朋友”。同时根据文本内容设计恰当的 

旁 白，将三幕的情节串联成一个整体 ，由学生 

表演，重现作品中的经典情节，让整部作 品的 

核心线索有完整的呈现。 

(三)你言我语话年少： 

1．我想和你说说话。罗琦琦的故事让我们 

既觉得非常陌生却又无比熟悉。因为每个人的 

年少时光都是最纯粹 的，在罗琦琦的故事里 

面，很多人都似乎能够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都能够想起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如果作品 

中给你印象最深的那个人此刻就在你的眼前， 

你最想和他说点什么呢? 

2．究竟是什么成就 了罗琦琦?罗琦琦的成 

长经历是曲折的，小学时代的她孤僻、倔强、逃 

学、打架，是个典型的问题女孩，可她最终考取 

了清华大学，留学美国，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 

成功者。读完作品，在掩卷唏嘘的同时，有一个 

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类似于罗琦琦的问题学 

生在我们的身边并不少见，但他们却逐渐离开 

了集体，沦落到社会。那么，究竟是什么成就了 

罗琦琦?究竟是什么使罗琦琦不断进步，最后 

获得成功呢 ?下面就请 同学们和家长各抒己 

见 ，畅所欲言，把你的发现告诉大家。 

3．说说你我的年少时光，谈谈你我的读 书 

感受。两本厚厚的书籍，在合上书本的那一刻， 

想必每个人都有万千的感慨，也有不少同学在 

书 中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那么，我们的年 

少时光有哪些是铭记在心、无法忘怀的呢?下 

面我们就来说说我们的年少时光，分享我们阅 

读这本书时的感受。 ‘ 

4．家长分享读书体会。分成两个部分：现场 

家长发言，父母和孩子针对阅读过程中的意见 

分歧进行现场对话；连线外地家长，进行电话 

对话(专门选择了一位类似罗琦琦性格特征的 

女孩，与远在他乡工作的父母进行电话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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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你我的青春，成就你我的灿烂。 

四、反思 

1阆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在父母的陪 

伴下阅读，更是一件幸福而温暖的事情。让孩 

子们读他们喜欢读的书籍，让他们的父母也参 

与到读书活动中来，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 

能在阅读中感受到快乐，应该说这是一件有功 

德的事情。我国著名教育家孔子这样告诉我们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推 

荐一本合适孩子阅读的作品(如《槭树下的家》 

《目送》和三毛的作品等等)，满足他们在成长 

道路上的需求，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这也是 

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够让孩子们觉 

得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么，阅读就真正 

成为了一种幸福。我将继续坚持寻找和创造这 

样的幸福契机。 

2．本次读书活动，从选择书籍到读书展示 

活动正式结束，历时30天。虽然比较辛苦，但 

是收获是非常丰厚的。我们读完22万字的作 

品；学生的读书笔记少则4000字，多则万字有 

余，学生表现出来的语言表达能力远胜于平时 

的作文；学生主持，学生设计读书活动，学生排 

练，学生表演，孩子们的综合素质有了很大提 

升；部分学生从懵懂到感动，到清醒认识 自己， 

也完成了一次小小的华丽蜕变；让更多的家长 

以及老师认识到自己在孩子生命中的重要性， 

进行自我审视，自己改变⋯⋯其中还有很多的 

惊喜和收获是无法预设的。 

更为可喜的是，学生更加喜欢阅读课了。 

每周四是固定的阅读课，现在根本不用老师组 

织和安排，全班同学也会 自觉拿好笔记本和 

笔，排队到图书馆进行阅读，一个半小时的阅 

读时间，无一人闲谈，无一人开小差，无一人抱 

怨苦和累。我看到了主动，看到了开心，看到了 

进取，看到了我们课外阅读活动最理想的效 

果!如果把这样的读书活动落到实处，让每一 

个孩子都参与到语文阅读活动中来，考试将不 



再是我们担忧的问题。 

3．推荐一本合适的书给学生，是读书活动 

的需要。按理说，那些经过悠悠岁月沉淀，经过 

优胜劣汰流传下来的经典名著，应该是青少年 

的首选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点在中学生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据调查反映，有 85％的中学生 

不读名著。他们说：名著离我们太远，无论是语 

言，还是人的观念、表达方式，都和我们现实有 

很大的差异，有些作品必须等学生有了相当的 

人生阅历之后再读，才能真正咀嚼到其中的味 

道。而且由于课业负担过重，更没有时间也没 

有兴趣阅读这些带有涩味的名著。我个人认 

为：读书，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超越，所以 

究竟读什么书，是老师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 

我选择书籍的标准就是：贴近现实生活，让学 

生能够从作品中看到最真实最鲜活的生活，感 

受这种生活，然后学会用笔写 自己真实的生 

活。所以我这次没有选择名著，而是选择了这 

部原本只是发表在作者博客上的网络小说。最 

初非常纠结，因为作品中有灰暗的内容，可是 

这些灰暗很真实，作品中的积极和热望，同样 

也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学生都只是十 

几岁的孩子，是非辨别能力也不强，推荐阅读 

这本书籍的确有些冒险。怎么办?我想到了家 

长，让家长们也参与到这本书的阅读活动中 

来 ，而且和孩子们一起开读书会，让家长听听 

孩子们的声音，也让孩子们分享到家长的阅读 

感受，这才是真正的亲子阅读。借助家长的力 

量推进我们的课外阅读活动，同时也可以帮助 

我们对孩子进行青春期的教育，一举多得，何 

乐而不为? 

这一切，无论是孩子的阅读、家长的参与， 

还是师长的指导到孩子们个性才华的体现，都 

是温暖时光里的美好故事。这样的读书生活， 

其实就是一种幸福的存在。我相信，他们将来 

长大了，再回忆起现在的这些阅读时光，凝聚 

在大家心头的，除了感动与自豪，更多的还会 

是温暖。因为青春的岁月，都是每个人心底里 

最温柔最美好的时光。带着学生读更多的好 

书，让我们的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幸福，更 

阳光，更健康 ! 

“方宅’’之“方 河南省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王九卿 

· I；冀 

人教版普高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②选录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诗中的“方宅”怎 

么理解 ，课 下没作 注释 。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两句对举，“草屋八九间”，即茅草小屋八九间，而“方宅十余亩”，就 

令人费解了。是方方的宅院十几亩吗?十几亩一个宅院，无乃太大乎?即便说古代地广人稀，宅院 

基地可以并得大一点；即便说古代的亩比今天的小，那也不够合理。问题的关键其实集中在“方”字 

上，“方”字搞清楚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吴铜运主编的《高中文言文译注及赏析》解释了这个 

“方”字，“方，四方，周围”，将全句译为“住宅周围有地十多亩”，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注译。《愚公移 

山》“方七百里，高万仞”的“方”即是方圆，周围的意思。《赤壁之战》“地方数千里”的“方”也是同样 

的意思。 

教材里的注释每有不当阙而阙之者，不当略而略之者，抑或虽注而语焉不详，甚至有注而误 

者，一些不需作注的地方倒是陈陈相因。凡此种种，足见治学之难，此等难处也正是学生有所期待 

于编著者和老师的地方。而今之编著者和老师，往往轻视语言文字之学，不求甚解，这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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