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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来，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点灯人”。
他们试图用自己的阅读、实践和思考点亮一盏盏灯做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老师？
做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回到母语，亲近文学，守护童年回到清明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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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冬梅，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亲近母语创始人。
国家“十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亲近母语”课题主持人，“2005年度中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中国儿童阅读6人谈》作者之一。
她主编的《亲近母语·自读课本》、《亲近母语·日有所诵》等被全国近百万学生使用，十多个省、
市、自治区的学校各以不同形式加入亲近母语实验。
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民教育》、《中国小学语文教学论坛》等发表文章近百篇。
策划的中国儿童阅读论坛、全国小学生亲近母语读写大赛、亲近母语全国教师讲述大赛等活动在全国
形成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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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思想有痕亲近母语从儿童阅读开始让母语教育回到儿童本位——从刘发建老师执教的《我的伯父鲁迅
先生》说开去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教学——第二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近母语教育研讨会主题剖析
儿童阅读和小学语文教学——为《小学语文》“小学生阅读读什么”讨论专题而作推广之路大陆儿童
阅读推广发展报告（2000—2008）台湾儿童阅读考察之旅的见和思在童书的海洋里，我是一条鱼从儿
童阅读心理谈儿童阅读指导名师研究看云的意义：还至本处窦桂梅主题教学艺术探幽对主题教学的审
视和思考对周益民诗化语文的思考和追问沿着语言的河道我们可以走多远课例点评语文因活生生的人
而在——评周益民执教的《无法预约的精彩》自性清静小王子——评周益民执教的《小王子》从刘颖
执教的《爷爷一定有办法》看图画书S-C-窦桂梅执教《我爸爸》的教学意义读书时间朗读让世界变得
清明——《大声朗读手册》序获奖感言：关怀童年关注母语——为获得2005年度中国推动读书十大人
物而写从《阅读儿童文学》开始讲述和儿子一起读书学术视野论鲁迅小说的叙述人语言鲁迅小说语言
研究述评华语地区课程标准中关于课外阅读的论述之比较附录蓝袋鼠网站“深圳儿童阅读文化论坛”
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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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思想有痕　　亲近母语从儿童阅读开始　　母语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本
体。
母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花。
母语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根”的工程和“花”的事业：通过母语学习将儿童的个体生
命之流引入民族的和人类的精神之源，同时催发新时代民族的精神之花和语言之花。
 因此母语教育课程永远是各个国家基础教育中的核心课程。
　　亲近母语的课题研究是从对我国母语教育的反思和改革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界为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在理论方面和实践领域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努
力，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理论研究的不够深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母语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
　　突出表现在：　　母语教育地位的下降。
　　把语文教材看做是语文课程的全部，儿童阅读缺乏指导。
　　母语教育忽视儿童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
儿童普遍对语文学习缺乏兴趣。
　　母语教师的语文素养、人文素养等有待进一步提高。
教师培养和培训体系有待改善。
　　究其根本，问题还出在对母语教育本质的认识。
母语教育的客体是母语，它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个体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是一个民
族的精神之花；母语教育的主体是儿童，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学生”，不是一个个学习的机器。
母语文化的传递者——教师，应该是既有着良好的母语素养和人文素养，又有着独特生命体验的文化
传承者。
　　亲近母语课题组在经过理论的探究和多方面的考察后，决定以儿童阅读为基点走上“回归”之途
。
 阅读是母语学习的核心环节。
阅读能力是一个人学习能力的核心，儿童阅读是终身学习的基础。
儿童阅读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
对于语文教师来说，自己阅读、指导儿童阅读也是他们回归、成长的捷径。
　　一个怎样的回归之途　　首先是回到母语本身。
母语是什么？
是妈妈说的话，是奶奶唱的歌谣；是乡音土语；是我们民族的共同语；是用母语传达的，来自人类精
神本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
每一个孩子都是在妈妈的怀抱中听着妈妈的吟唱和话语学会说话的。
母语教育的首要之义是用可亲的方式引导儿童回到母语温暖的怀抱。
亲近母语积极倡导每一个老师力求成为母语的化身，把母语文化中最好的经典带给孩子们，让孩子们
在诵读经典、阅读名著的过程中，在母语温暖的怀抱中快乐成长。
　　其次是回到儿童。
母语教育的主体是儿童。
如果孩子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没有快乐，没有幸福，每天除了读有限的课文，就去做那些支离破碎
的莫名其妙的一些习题，他不知道他学的这个“语文”跟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不能体会学习母语
的快乐，这样的学习注定是痛苦的。
学习不是目的，母语教育也不是目的。
生命的幸福才是目的。
一个民族的儿童生活、精神状况不仅可以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当代，也可以预示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亲近母语积极倡导在语文教学中关注儿童的情感体验，并在整理现有的出版资源的基础上，为各个年
龄、不同家庭、不同心理的孩子们推荐适读的童书，努力为他们提供阅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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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童书以经典的儿童文学为主。
 阅读经典的儿童文学，儿童会得到无穷的乐趣和诗意，从而提高对母语学习的兴趣，进而在阅读中融
入文化，寻找自我，确立自我。
　　第三是回到生命。
和儿童的母语学习同样的是，如果母语教育和教师的生命体验毫不相关，教师怎么会热爱自己的职业
？
如果一个语文教师根本就不热爱母语，又怎么能让孩子热爱母语？
如果一个语文教师不能读不能写，又怎么教孩子听说读写呢？
母语教育改革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应该在于培养一大批热爱母语，有较高的语言素养，有教育情怀的语文教师。
我们的教师培养、教师培训应该首先唤醒教师对于语言的感觉，然后才是技巧的训练。
语文教师应该首先锤炼自己的语言、文学素养，然后才是教育素养、教学方法。
　　因此亲近母语从一开始就提倡通过阅读把语文教学跟教师的生命体验结合起来。
 并积极倡导每一个语文教师都来读儿童文学，读更多的经典，写读书笔记，写书评，把自己读到的故
事讲给孩子听，把经典的童书大声读给孩子听，组织班级读书会，和孩子们一起分享童书，甚至进行
儿童文学创作，提笔写自己的教学随笔和生活感悟。
我相信这样的老师是不会上不好语文课的。
　　最后是回到生活。
母语应该是温暖的、可亲的。
母语学习应该是简单的。
母语教育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专业问题。
传统的母语教育是一个母性课程，她把语言的学习、道德教化、文化认知、经世致用等等涵盖其中。
因此在中国，母语教育是可以说一直是一个公共话题。
近代语文分科设课以来，每一次对语文教学的发难也几乎都是来自于所谓的“语文教育界”的外部。
新课程改革的动因之一——卜世纪末从《北京文学》发端的语文教学大讨论就是从很多“圈外”人士
甚至父母对于语文教学的批判开始的。
本质上，语文学习没有围场，母语教育没有“圈外”。
母语教育是一个母性课程，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家长甚至每一个人都是儿童的语文老师。
母语教育不仅在课堂，而且在家庭，在社区，在社会。
本着这样的认识，亲近母语在倡导班级读书会的同时，积极倡导和开展亲子共读、家长读书、社区阅
读活动，希冀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希冀通过儿童阅读推动书香社会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
让阅读和每一个人的生命连在一起。
藉由阅读，教师成为一个文化的传播者，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通过亲子阅读，父母和孩子不仅仅获得知识和快乐，而且融通亲子的感情，家不仅仅成为一个物质的
存在，而且真正成为一个精神的栖息地。
藉由经典阅读，儿童对民族文化、人类文化产生深刻的认同。
用阅读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一个文化的根，一个快乐的童年。
　　回归的路虽然漫长，却是一段幸福的旅程。
亲近母语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和孩子们_起进行经典诵读。
诵童谣，诵童诗，诵唐诗，诵诗经，诵论语，诵老子，诵泰戈尔⋯⋯　　亲近母语儿童阅读成长计划
是一个全面系统、完整地实施亲近母语理念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研制出各
种年龄适读的书目，并积极开展儿童阅读咨询、儿童阅读指导等各项研究和实践，我们开展了各种各
样的班级读书会，探索了各种各样的班级读书会的类型：大声读给孩子听、绘本阅读、名著导读、阅
读交流会、阅读全记录、读写结合、比较阅读、读物推荐会等等。
　　我们举办了多次的家长读书会、教师读书会、社区读书会，提倡更多的成年人和孩子们一起分享
童书，分享快乐，享受母语的温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徐冬梅谈儿童阅读与母语教育>>

　　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写作，写所见、所闻、所感。
写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做过的事，写自己的教育思考。
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举办了多次大型的活动。
作为一个民间的科研机构，我们策划并主办了中国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近母语教育研讨会、 “书香中国
”年度童书排行榜评选、亲近母语全国小学生读写大赛、亲近母语教师讲述大赛、作家校园行、亲近
母语儿童阅读志愿者行动等多项活动。
试图建设一些更广阔的对话和交流平台，让母语教育研究者和儿童文学作家、母语教师、文学评论家
、媒体、教育行政官员、儿童读物出版者在同一个平台对话。
其中以中国儿童阅读论坛、读写大赛活动最有影响。
　　回归之途是幸福的，也是艰辛的。
这是一个光荣的荆棘之路。
回归之程也是一个拓荒之途，但我们并不孤独。
亲近母语的实验研究是在国际儿童阅读推广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很多国蒙和地区的儿童阅读推广走过
的历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新课程改革和语文课程标准中课外阅读量的明确，给了亲近母语探索的
空间，很多专家和朋友一直热切地关注和扶持着亲近母语的发展。
亲近母语见证了儿童阅读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历程，也曾经为这个伟大的事业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森林从哪里来？
一棵棵树。
大树从哪里来？
一颗颗种子。
种子从哪里来？
一粒粒果实。
果实从哪里来？
一朵朵花。
　　幸福永远来自根部。
最美丽的永远是花。
　　人类是根，母语是花。
家是根，童心是花。
童心是根，未来是花。
　　我们坚信，儿童阅读是一个花的事业、根的工程，它不仅可以让孩子们走上亲近母语的历程，也
可以让我们成年人回归本真，精神清明。
琅琅书声，朗朗乾坤；琅琅书声响起之后，儿童亲近经典之时，必定可以获得对母语的皈依和精神的
清明，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徐冬梅谈儿童阅读与母语教育>>

编辑推荐

　　《点灯人丛书 》真正的儿童阅读的胜景将出现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　　每一个屋檐下都
亮着一盏灯　　每一个儿童都有爸爸妈妈为自己阅读的记忆　　每一问教室都亮起一盏灯　　老师就
是那个点灯的人　　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图书馆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走进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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