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3.1 星期一
责编 吴美玲 ｜ 版式 小宗 ｜ 校对 王欣 锡教风采 B03

路标一：
认识“我”，勇敢做自己

课程组合：《我的名字克丽桑斯
美美菊花》+纪弦的诗歌《你的名字》+
《小绿狼》

课程思考：认识自我、悦纳自我、
做最好的自己，是伴随人一生的命
题。在童年时代，孩子的自我认同往
往受周围环境和他人评价所左右。
在这个年龄段，跟着经典绘本的故事
节奏，经历“典型人物”的心路历程，
并代入角色，深入探讨，那么这个故
事就不再是“别人”的故事，而成为孩
子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当有一天生
命遭遇类似场景时，故事将被“重新
唤醒”。“克丽桑斯美美菊花”是一只
小老鼠的名字，这个名字究竟是“绝
对完美”还是“糟糕透了”？小绿狼哈
瓦尔原本是一只快乐的小狼，可有一
天却突然发现他的皮肤与其他小狼
都不一样，他一次又一次地执着“变
色”，最后，他成功了吗？纪弦的小诗
充满深情，“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
声音，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写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刻你的名
字，梦见的也是你发光的名字”，究竟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名字真正地大起
来、亮起来？两个绘本、一首小诗与
一群儿童相遇，将会擦出怎样的火
花？值得期待！

路标二：
生命中的爱与暖

课程组合：《爱心树》+《点》

课程思考：爱与暖，是生命中永
恒的灯塔。童年时代对爱和暖的感
知、体验辨析和分享越充分、越深刻，
就越能让“爱”与“暖”成为孩子一生
的词汇、一生的思想和一生的“生命
导航”。美国谢尔·希尔弗斯坦的经
典绘本《爱心树》，围绕着孩子不同人
生阶段的“五种需要”和大树的“五次
付出”展开叙述，“孩子需要――大树
付出――大树很快乐”，反复咏叹的
故事架构和由轻快而缓慢、甚至略显
沉重的画面设计，孩子与大树的大版
面对话文字、大树触目惊心的变化画
面和“大树很快乐”的一再叩击结合
在一起，究竟在向我们展示什么？这
个绘本让你看到了哪些人？引发了

哪些关于爱的思考？一个“痛点”，何
以成为“转折点”“关键点”“生长点”

“创造点”，乃至温暖传递的“生命接
力点”？苹果树对小男孩的爱与美术
老师对瓦士缇的爱有什么不同？将
《爱心树》与加拿大童书作家、插画
家、艺术家彼德·雷诺兹的成名绘本
《点》作对比阅读，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选择哦！

路标三：
生命的意义

课程组合：《蜉蝣的一生》+袁牧
的小诗《苔》+《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一片叶子落下来》

课程思考：人生来对生命是有疑
问的。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孩子会被这些
问题刺激，不断去探寻生命的真相。
其实，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对
这些问题的解答，会决定人怎样去生
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蜉蝣、苔
花、那只活了100万次的虎斑猫、那片
叫作弗雷迪的叶子的生命故事吧：

“蜉蝣的生命只有一天，但它享受每
一个美妙的时刻，它徜徉天际，沐浴
晨光，踩着宇宙的节拍，翩翩起舞”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蜉蝣产下了
它的卵。此时它感到宁静、同时最美

妙”“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死过
一百万次、也活过一百万次的虎斑
猫，曾经的生命无喜无悲，千篇一律；
而它成为野猫，成为自己，且深深地
爱过也痛失过，才第一次痛哭，且死
去后再也没有醒来”，“如果我们反正
是要掉落、死亡，那为什么还要来这
里呢？”“是为了太阳和月亮，是为了
大家一起的快乐时光，是为了树荫、
老人和小孩子，是为了秋天的色彩，
是为了四季，这些还不够吗？”……就
让类似的话语悄然无声地流淌进你
的生命里，让我们一起，思考和感悟
生命的真谛，明白怎样的生命值得一
过，怎样的生命才能光彩熠熠。

路标四：
梦想·远见·勇气
课程组合：《孤独的音乐家》+《真

假近视眼》+《伟大的小丑》+《小海螺
和大鲸鱼》

路标五：
面对黑夜与恐惧
课程组合：《讨厌黑夜的席奶

奶》+《嚓—嘭》

路标六：
时间与幸福
课程组合：《买卖时间》+《时间商

店》+《时间旅行箱》
……

类似的“路标”还可以有“七、八、
九”乃至更多。这些“路标”即哲思主
题的选择，基于儿童生命成长的内在
需要，与儿童的现实生活与生命发展
有着深层的联结。而哲思读写——
用“引发惊奇”“角色代入”“讨论思
辨”“联结自我”“写绘表达”等感性的
方式，正是为了架设儿童与哲思绘本
真正“相遇”的桥梁。“自居：把儿童带
入情境→探究：理解问题的深层意义
→迁移：与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相关
联”，如此三步走，哲思绘本的“故事
因子”方能转化为“生命种子”，为儿
童的语言、思维、精神成长提供最优
质、最丰厚的营养素。

最后，引用周国平关于儿童为什
么要学哲学的回答作为结语——

“如果你只想让孩子现在做一架
应试的机器，将来做一架就业的机
器，当然就不必让他学哲学了。可是
倘若不是如此，你更想使孩子成长为
一个优秀的人，哲学就是必修课。通
过对世界和人生的那些既‘无用’又

‘无解’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哲学给予
人的是开阔的眼光、自由的头脑和智
慧的生活态度，而这些品质必将造福
整个人生。”

的确，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
是“生命的导航仪”。愿更多的孩子
与哲思绘本相遇。让哲思读写，照亮
孩子的童年生命，进而，温暖和点亮
孩子的整个人生！

李 勤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校长、书

记。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江
苏省首批“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
培养对象，江苏省“333工程高层次
人才”科学技术带头人，江苏省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无锡市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无锡市教育名家培
养工程导师团成员，“奠基未来 感
动无锡”教育年度人物。主持或核
心参与全国、省、市教育科学规划
重点课题8项，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论文 100 余篇，出版个人专著或主
编书作5本，二度获江苏省基础教
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获省精品课
题、省教育科学规划实践类成果奖
等多个科研奖项，应邀至省内外公
开教学或学术讲座200余场。

特级教师谈哲思读写课：
照亮童年生命

哲思读写课，是一份礼物，一份为童年生命精心准备的礼物。
哲思，它其实不是哲学家们的专属。它属于每一个人，特别是属于

孩子。哲学始于惊疑，当孩子心智的发育进入旺盛期，就自然而然地会
对世界感到惊奇，对人生产生疑惑，发出“哲学性”的追问。清新活泼的
儿童心智与陌生新鲜的大千世界相遇，这是人类精神中永恒的灿烂景
象，但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却又是稍纵即逝的短暂时光。

哲思读写，恰能擦亮童年生命中这可贵又易逝的灿烂图景。
于是哲思读写课，就成为一种精心制造的“相遇”，儿童与哲思绘本

的相遇。一个个精心挑选的绘本，犹如一个个熠熠闪光的路标，放在童
年生命必经之路的路口，等待与孩子们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