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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来了

清代高鼎《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
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唐
代白居易《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
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唐代叶绍翁《夜书所见》萧
萧无叶送寒声，江上秋风送客情。知有儿童挑促
织，夜深篱落一灯明。宋代杨万里《稚子弄冰》稚
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敲成玉磬穿林
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这四首古诗是小学语文部编版教材的选诗，
分别从春夏秋冬写了儿童的活动。春天“草长莺
飞”的美好时光，儿童散学早早归来，他们去干什
么呢？“忙趁东风放纸鸢”，争先恐后、欢天喜地、兴
高采烈、前呼后拥、手舞足蹈，举着风筝，拽着线，
奔跑在柳树成荫的春天，笑声、闹声响彻云霄。夏
天的午后，大人们昏昏欲睡，小小娃娃撑着一只小
艇，趁着大人不留心“偷偷地”去采白莲。他以为
别人不知道呢，可水面的浮萍留下一条船儿划过

的痕迹。好可爱的娃娃，他的童真一览无余。秋
天到了，在这万物萧条的秋天，本就是游子思乡的
时候，就在诗人闷闷不乐之时，诗人看到，篱落之
中一灯烛明，那是谁啊？在干什么呀？诗人近前
一看，发现几个孩童在斗蟋蟀。孩子们屏气凝神，
蟋蟀们“摩拳擦掌”，多么有趣的场景。看到这一
幕，诗人的心萌化了。冬天来了，孩童们又玩什么
呢？“弄冰”，做一块圆圆的冰，把水放在金盆里，一
夜，结成了一块厚厚的冰，取出来，在中间打孔，穿
上彩色的丝线，提在手里，当“银钲”，敲打出清脆
的声音。一边敲，一边笑，一路跑，一路闹，后面跟
了许多孩子，谁家的门户里，探出来小脑袋，他们
也好奇地跟着一起去闹。敲着敲着，突然间，“哐
当”一声，“银钲”掉在地上了，碎了。“哈哈哈哈”孩
童们围着碎了的“银钲”一阵欢笑，是啊，即便是碎
了，也高兴，也快乐，因为“冰”带给孩子无限乐趣，
孩童这个年纪对什么都充满好奇。

名师带你体味诗歌中的意蕴
近日，无锡报业少年新闻学院第九季新闻云课堂如约而至。

本季大咖课，无锡报业少年新闻学院邀请到了省特级教师、锡城
学校的校长等……为孩子们提供名著导读、儿童诗、绘本与写作、
创意写作与阅读等“文化大餐”，让我们一起看看她们怎么说。

眼耳脑大热身

简简单单的图形“○”，让你联想到了什么呢？
能一下子说出十种以上吗？苹果、葡萄、西瓜，鸡
蛋、汤圆、包子……真爱吃！还有还有，衣服上的纽
扣、刷牙用的杯子、电梯里的按钮……圆形在我们
生活中确实随处可见。

如果用上诗的眼睛再来看“○”，你会看到怎样
的画面呢？圆圆的餐桌上，立着一杯香喷喷的牛
奶，一旁的碟子里躺着一只金灿灿的荷包蛋，还有
那热乎乎的肉包子。家人细致入微的照顾形成了
爱的圈圈，紧紧地包裹着我们。如果是看到了考试
卷上那鲜红的零蛋，小朋友们一定会惊得张大嘴
巴。这可太糟糕了，几乎可以想象，如果爸爸妈妈
看到了这个零蛋，肯定是怒目圆睁。看，用诗的眼
睛来看这个圆，多么有画面感。

如果用上诗的耳朵呢？听，“滴答——滴答
——”“下雨了，雨娃娃一齐跳进了池塘，荡起了一
圈儿一圈儿的小圆晕。”再听，“嘀嗒嘀嗒嘀嗒……”
节奏变了，你的眼前又出现了什么？“我喜欢听秒针
在表盘奔跑的声音，嘀嗒嘀嗒，像跳动的音符。”用
上诗的耳朵，这个圆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化身成
了我们身边的事物、景物，充满了神奇的韵律。

找找童诗里的画

《太阳》《七彩的虹》《太阳是甜的》《棉花糖》，读
着这些妙趣横生的童诗，会发现万事万物都可入
诗，哪怕是相同的事物，不同的眼睛去看，不同的心
灵去感受，就会变幻成不同的模样。诗人就像魔法
师一样，太阳一会儿是调皮可爱的孩子，把天空当
窗帘，用云儿做枕头，一会儿又变成神气的国王，奖
赏辛苦劳动的小雨点们，一会儿又变成甜的了……
童诗里的画面那么新奇、独特，让人猜不透。

听听童诗里的音

我们在童诗里还听到了许多奇妙的声音。什
么，公鸡也会生蛋？只听它兴高采烈地嚷嚷：“天亮
亮，地亮亮……我生了一个好大好大的金鸡蛋。”

“雄鸡一唱天下白”！太阳也开口呼唤，让我们打开
心灵的门和窗，让美好的事物撒满心田。到了夏
天，太阳又变得火辣辣的，小蚂蚁、小蚂蚱、小青蛙
就撑起了伞，讨论谁的伞最大。谁曾想，天空扯过
一片白云，蒙住太阳的脸。这把伞才叫大，所有的
伞都在它的伞下。原来，生活中处处有美好与快
乐，哪怕是烈日当头。

品品童诗里的趣

当我们用上诗的眼睛、诗的耳朵、诗的心灵，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乐趣无穷。简简单单的数字“5”，
跑到童诗的世界，变成了天空这个钩子，挂着好多
好多漏洞的特大号水桶，雨下个不停，诗人明天的
远足可怎么办？如果给文字变变形，就谱出了一首
回环往复的爱的旋律——《小猫走路没有声音》；再
变，童诗里居然爬出了一条瞌睡虫，“徐徐慢慢缓缓
爬进我的耳朵”；又变，烟囱也来写诗了，文字排列
得整整齐齐，像一间小房子，还有小烟囱呢，让人一
直读到天上去了。自由的形式让人畅游在妙趣的
童诗世界里，流连忘返。瞧，童诗能教我们用美的
眼睛“看”世界。（作者系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教师、
无锡市教学能手）

古诗里的“儿童” 李 健

在古典诗词中，有许多诗中，出现了
“儿童”，我们用心去欣赏，会发现古诗里的
“儿童”独有一番意蕴。

天真可爱的孩童，充满童趣

宋代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昼出耘田夜绩
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
学种瓜。宋代辛弃疾《清平乐 村居》茅檐低小，溪
上青青草……最是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农人们都在忙啊，男人们在耕田，累得汗流浃
背，女人也不闲着，做家务，到田间送吃的、喝的。
白天忙得没有空休息，晚上还要“绩麻”，在灯光
下，搓着麻线，其实，这样忙碌的日子，家家户户都
是，男女老少都在忙。此时的孩童，不可能玩耍，

“也傍桑阴学种瓜”，儿童本来应该是玩耍的光阴，
本来应该是“忙趁东风放纸鸢”，本来应该是“知有
儿童挑促织”，本来应该是“偷采白莲回”，本来应
该是“稚子金盆脱晓冰”，可是，在“乡村四月闲人
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情况下，他们不能斗蟋蟀，

不能放风筝，不能玩冰，不能游戏，他们得学着大
人的样子，“种瓜”，这不是玩，而是从事农业劳作，
他们得学种瓜的方法、技巧，才能使瓜秧存活，才
能获得好的收成。

低矮的茅檐之下，一对老夫妻吴侬软语，听
起来温柔美好。大儿子在溪水东面豆田锄草，二
儿子正忙于编织鸡笼。最令人喜爱的调皮的小
儿子，他正横卧在溪头草丛，剥着刚摘下的莲
蓬。这是作者晚年遭受排斥和打击，归隐上饶，
闲居农村，留下的词作。此情此景，特别是那个
可爱的“小儿”，他是多么天真烂漫、和平宁静的
生活场景，让辛弃疾想起正在战火中煎熬的北方
人民，但更加激起他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
热忱。

辛勤劳作的孩童，再现生活

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
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
来。唐代王维《渭川田家》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
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唐代贾岛《寻隐者
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上中，云
深不知处。

年少离开家乡，读书求学，为官为民一生漂
泊，年老才回到家乡。熟悉的乡音在耳边响起，只
是自己已经两鬓苍白。奔走嬉笑的孩童竟然不认
识我，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娃，他笑着问
我：“老爷爷，您从哪里来呀？”是啊，我从哪里来。
我分明是从这里走出去，现在回到这里来。但是，
几十年沧海桑田，回到老家，找不到自己的老宅
了，遇见一个儿童，问：认识贺家吗？可是，面前的
儿童不认识我了，他的“笑问”深深撞击作者的心
灵，“我从哪里来”成了我灵魂的追问，儿童成了作
者生命终极关怀的启发。也许诗人看着眼前的这
个儿童，心里想：自己曾经也是这样一个无忧无虑
的儿童啊，也曾经这么天真过，曾经烂漫过；诗人
可能还会想：眼前的这个儿童，有一天，他可能也

会离开家乡，他也会历经风霜，他可能也会垂垂老
矣回归故里，也会被另一个“儿童”“笑问客从何处
来”。人生的起点，在家乡，人生的终点，在家乡，
也许在漂泊中，正是在与“儿童”的一问一答中，诗
人那颗漂泊已久的心，被儿童感化了。

夕阳斜照着村子的院落，成群的牛羊从巷头
回来了。村野老人傍晚时牵挂那个放牧的孙儿，
倚着拐杖在柴门旁等候着他放牧归来。一边是

“野老”，一边是“牧童”，生命的终点和起点，在日
薄西山的背景下，在牛羊归圈的场景中，这两者在
一起，撞击着诗人的心灵也撞击着读者的心灵。

问松树下的“童子”：“你的师父去哪里了？”
“童子”答曰：“我的师父采药去了。”“去哪里采
药？”“童子”手一指：“喏，在那山里呀！”诗人顺着
手指方向望去：白云缭绕，到哪里找到隐者呢？但
是，诗人并没有失落，他遇见了这个“童子”，儿童
的天真无邪，又何尝不是诗人向往的境界呢？每
个人的心里都有“儿童”。（作者系江苏省无锡沁园
实验小学校长、沁园实验小学五星分校校长，中学
高级教师）

“老人”“儿童”并存于诗，揭示生命的意义

郑娴丽

童诗是文学宝库里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只要我们用诗的眼睛、诗的耳朵、诗的
心灵去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就能成为诗人。

玩转童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