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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我们班终于等来了“腾讯公益

平台爱心伙伴”捐赠的四年级整本书共读

行动包。这份期盼了近8个月的“礼物”，不

仅是一份惊喜，更是对我们4年阅读之路的

温暖回应。这4年，我们用阅读浇灌彼此的

成长，在书海里收获了无数珍贵的瞬间。

当我和几位学生抱着70多本书走进教

室时，孩子们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仿佛

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挚友。原本喧闹的教室

瞬间安静下来，大家放下手中的事，眼神里

满是渴望。我问他们：“还记得读《特别的

女生萨哈拉》时，我们聊过的‘额外的奖赏’

吗？”同学们齐声回答：“做一件事的过程本

身就是幸福的，因为这件事获得的东西，就

是‘额外的奖赏’。”我点点头说：“没错，我

们坚持阅读、分享想法，这些珍贵时刻被大

家看到了，所以才会收到这份捐赠，让我们

能读更多好书。”孩子们露出不可思议的表

情，这反应，和我当初收到捐赠信息时一模

一样。

在这间教室里，总能看到逸宸捧着书，

时而皱眉思考，时而瞪大眼睛沉浸其中，下

次再见他，手里又换了一本新书；图书角也

总是挤满了人，孩子们在书的世界里，变成

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书，是如何成为

他们的朋友、成为我们共同话题的呢？这

背后藏着太多动人的故事。

从二年级起，我就带着学生积极开展

共读活动。记得共读绘本《湿地的秘密》

时，我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这本书要和爸

爸一起读。安安立刻举手，着急地说：“包

老师，我爸爸很忙很忙的。”我坚持道：“再

忙也有吃饭、睡觉的时间，就能和你一起读

书。”没想到，下班后，我就收到了安安妈妈

发来的视频。视频里，安安和爸爸你一句

我一句，读得十分投入。我还纳闷：“这不

挺有时间的嘛？”可安安妈妈的话让我愧疚

又感动。原来，安安没夸大，安安爸爸确实

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紧巴巴的，但是

因为“老师的话比天大”，安安一放学就缠

着爸爸完成阅读任务。安安妈妈说：“也得

感谢阅读，让爸爸能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

这样的画面太难得了。”这本小小的绘本，

提醒着爸爸们：孩子需要的陪伴，或许从共

读一本书就能开始。

这次共读之后，我收到了许多家长的

留言：以澈家长说，和孩子共读，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魅力；铖熙家长说，对“湿地”有了

清晰的画面感；亦衡家长感慨美景就在身

边；叶萱家长则惊喜于孩子从书中获得的

知识。阅读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更

拉近了亲子间的距离，这不就是最美好的

“额外奖赏”吗？

因为长期的热爱与坚持，家长们不用动

员，就全力支持班级共读。他们不仅带着孩

子积极参与，还邀请亲朋好友家的孩子加入

线上的“一块儿阅读”，自己也沉浸其中。上

一个寒假，我们共读了6本书，家长们既是监

督者，更是陪伴者。一位家长和我分享，今

天儿子说：“我的‘青鸟’是每天能和包老师

一起阅读，交谈每本书的好坏、细节与收

获。”读到这段话时，我的眼眶湿润了。原

来，阅读就是我们共同的“青鸟”，是我和这

群孩子、家长之间最美好的联结。

2016年秋，我怀揣着推广阅读的梦

想，决定带领家长们一起读书。作为老

师，我深知“教育始于家庭”，只有家长

重视阅读、爱上阅读，才能带领孩子走

进书的奇妙世界。

经过4年的摸索，2020年10月，一

套成熟的家长会共读方案出炉。热情

洋溢的邀请函一经发出，“余老师爱大

家的最好方式就是带着大家读书”这句

话，瞬间点燃了家长们的热情。全班

65%的家长踊跃报名，不少家长还主动

提出担任义工，帮忙整理打卡作业，读

书会一时热闹非凡。

我们的读书会形式丰富多样，有阅

读、思考、交流，还有图文分享、短视频

总结，以及记录心得的公众号文章。看

着一篇篇饱含思想火花的文章，我感受

到了家长们对孩子的爱和对阅读的热

情。整个读书会满是活力与希望。

然而，读完《幸福的种子》《红色羊

齿草的故乡》《火鞋与风鞋》这 3 本书

后，问题接踵而至。打卡的总是那些熟

悉面孔，参加交流的家长也越来越少，

曾经热闹的讨论场景一去不复返。我

努力组织活动、引导讨论，可家长们的

热情仍逐渐消退，变得敷衍起来。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是选书不

合适，还是活动形式太单调？深思熟虑

后，我做出了“退居二线”的决定，打算

把主动权交给家长，让他们成为读书会

的主角。

在商议后续计划时，廷爸爸站了出

来，他真诚地说：“要是我们自己都不能

坚持读书，还怎么要求孩子呢？读书能

让我们更懂孩子，用更好的方式教育他

们。”在廷爸爸等热心家长的带动下，

家长们开始筹措新方案，成立了好几个

“部门”：组织部负责整体规划和协调，

主持部把控读书活动的流程，文稿部整

理打卡作业、写交流文章，财务部管理

经费收支。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家长们展现出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

精神，让我大为惊叹。

新模式下，家长们的变化显而易

见：涵妈妈从偶尔看看打卡内容，变成

认真读书、主动查资料，还在交流会上

分享自己的见解；淋妈妈改变了简单粗

暴的教育方式，尝试着用书上学习的方

法和孩子沟通……家长们在共读共学

中，慢慢成为了更优秀的引路人。

家长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孩子

们。许多孩子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曾

经一提起读书就头疼的珣珣，如今常常

捧着书看得入迷。亲子关系也更和谐

了，孩子和家长有了更多共同话题，家

庭氛围温馨、融洽，实现了家长和孩子

的双向成长。

如今，我成了“技术顾问”，以更轻

松的心态参与读书会。家长管理读书

会以来，两年时间里，我们又共读了13

本书。看着家长和孩子们在读书会中

共同成长、进步，我知道，这份坚持意义

非凡。读书会就像一颗种子，在大家心

中生根发芽，绽放出了美丽的花朵。

度度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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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宽
“一个人

读书时，就像一

个独自探索的行者，

能更好地向内思考；一

群人共读时，多了与身边

人的连接，更能读出书的宽

度。”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

校（以下简称“泡小西区”）语文

教师、青羊区许丹名师工作室成员

喻莉结合团队在青羊区“全龄阅读

行动”中的共创实践谈到。

2023年，成都市青羊区依托丰富的

文博资源，推出“全龄阅读行动”，以阅读

活动连接家校社，构建起“全民、全程、全

面”的阅读服务支持体系。青羊区许丹名

师工作室教师团队积极响应“阅读指导师”

公开招募，以“家庭教育”为支点设计亲子

共读活动，让经典读物成为优化教育方法、

促进亲子关系的一把钥匙。

深度互动，串联书本与
现实

走进成都市青羊区图书馆阅读活动

室，20余名孩子及家长正在齐声朗读绘本

《安的种子》。故事围绕本、静、安3个小

和尚的种植之旅展开，他们都获得了一

颗千年莲种，但选择了不同的培育方

式：本心急地把种子埋在雪地里，静精

心栽培并用金罩护苗，安则等待春天

到来，将种子种在池塘一角。

故事中，只有安的莲种在盛

夏开出了花。“万物有序，教育

孩子和培育种子一样，都需

要遵循自然规律，作为家

长 ，我 们 也 需 学 会 等

待。”泡小西区三年

级学生吴岱蔚的

妈妈谭洪雨

分享初

读感受时说道。

看似简单的故事为何能多次启发家

长？关键在于活动环节的巧妙设置。成都

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泡小西区语文教师许

丹以“读”“思”“绘”“三位一体”的方式，带

领团队共创阅读活动。

以《安的种子》为例，团队教师不仅引

导参与者阅读文本，还鼓励大家多角度思

考。“作为种植者，要懂得循序渐进；作为一

颗种子，又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生长？”视角

转换后，教师为孩子们提供了“生长卡片”

作为辅助。3张卡片分别代表生长时间、地

点和方式，孩子们随机抽取卡片决定“自

己”的成长环境。

“就像种子无法决定先天条件，我们也

无法选择出身和家庭。”许丹进一步引导，

“面对既定的外部因素，我们能做些什么

呢？”孩子们化身“小种子”，在教师与家长

的陪伴下，用绘画的形式展现成长中的“后

天努力”：在酷暑中发芽的“小种子”给自己

画上空调；独自成长的“小种子”为自己添

上好朋友……部分孩子抽取到恶劣环境，

也积极创造条件、奋力生长。

孩子的表现也引发了家长的思考：有

的感慨于孩子的乐观精神与主观能动性；

有的反思自我，重拾成长动力；还有的从

“种子与种植”的关系出发，思考如何调整

家庭教育方式。

“‘绘’，即绘制人生。”许丹解释，在

“读”“思”“绘”的过程中，参与者完成了信

息的输入、整理与表达。这样的阅读活动

如同微型教育剧场，每位参与者都是“剧中

人”，而非旁观者。许丹团队希望通过游戏

化、剧本化的方式，让参与者沉浸情节、串

联书本与现实，在深度互动中将启发转化

为行动。

以书为媒，赋能家庭
教育

“家长总想给孩子‘最好的’，却容易忽

视孩子的真实需求。”活动结束后，家长何

丹结合 3 个小和尚的种植方式，复盘了女

儿在“天崩开局”下的创造性表现。她希望

无论作为“种子”，还是“种植者”，都能与女

儿薛孖玥成为成长路上的“最佳拍档”，并

立即付诸行动。

曾经，何丹全权决定

女儿的兴趣班选择。询问过女儿后她才发

现，孩子并非对每个兴趣班都感兴趣，只是

被动遵从安排。“如果你有压力或不喜欢，

可以选择放弃。”活动中女儿对成长的期待

让何丹明白：能够让孩子长期坚持下去的

兴趣一定源于热爱，尊重她的喜好比家长

的选择更加重要。于是，薛孖玥在妈妈的

支持下，放弃了“钢琴”，决定将“篮球”坚持

到底。

受亲子共读活动的影响，谭洪雨将这

种阅读方式“搬”回家中，让祖辈也参与其

中，延续“种植者”与“种子”的对话，探讨目

前的家庭教育方式。吴岱蔚向外婆提出

“减少溺爱”的请求：“许多事情我可以自己

完成，希望多给我一些锻炼的机会。”吴岱

蔚的外公则提议，共读其他书籍时，可以沿

用这样的方式，全家共同探讨教育理念，监

督彼此成长。

在青羊区“全龄阅读行动”背景下，许

丹团队选择从家庭教育入手，以书籍为媒

介促进家庭成员间良性互动，同时，借阅读

活动拉近家校距离。

为实现活动目的，团队教师从选书开

始便遵循“从书本链接生活”的原则，提取

《西游记》《宝葫芦的秘密》等书中与家庭教

育相关的文本，并进一步设置具体问题。

例如，喻莉领读《西游记》时，联动教育

热点，聚焦“为什么红孩儿会成为‘熊孩子’”

进行活动设计，以“狼人杀”的形式引导家

长与孩子探索“亲子关系”主题，通过分析

牛魔王的家庭结构，引导家长共同承担家

庭责任、共同改变。

“我们会选择符合孩子成长规律或大

家耳熟能详的书籍，以剧情体验、角色互换

等形式，为家长、孩子提供认识彼此的全新

视角。”泡小西区语文教师、青羊区许丹名

师工作室成员魏萍说。

公益“巡讲”，让阅读成
为生活方式

在日常教学中，魏萍发现不少孩子存

在“被动阅读”“浅表化阅读”问题，她认为，

这或许与亲子阅读方式有关，“不少家庭停

留在‘家长讲、孩子听’或‘各看各书’的模

式，家长和孩子缺乏交流。”

如何构建更好的家庭共读氛围？魏

萍在活动中调转了“家长”与

“ 孩 子 ”的

角色，孩子扮演

家长时发现，一些

“孩子”总爱提问，需要

边讲故事，边做解释；家长

也发现，原本想“逗一逗”孩子

的提问，反而促进了他们对情节

的理解与思考，“如果平时也这样

共读，效果会更好。”

“除了获取知识，阅读更重要的

作用是启发思考。”许丹表示，“边读边

想，才能提升思考浓度。书籍让我们领

略人生百态，也遇见更好的自己。”她建

议家长在丰富共读形式时，向孩子传递

可持续发展的阅读观：阅读是一件“体验”

大于“效果”的事。“读书和学习不是‘短期

投资’，家长应帮孩子建立阅读思维体系、

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许丹认为，阅读中

的技巧训练和快乐体验需要均衡发展，在

课堂之外，家长应注重保护孩子的阅读体

验，让阅读真正成为孩子的生活方式。

许丹提出阅读的“3+3+3”原则供家长

参考：每周安排3次30分钟阅读；根据孩子

的能力，将3次阅读分为“有用阅读”和“快

乐阅读”；采用3种不同的阅读、交流方式，

可以让孩子自主阅读、和同学一起读、与

家人共同探讨。选书则可以遵循“6+3+

1”模式：60％让孩子在教育部推荐目录

中选择，30％由孩子在书店自选，10％

由家长和老师推荐。许丹说：“这样

既能让孩子完成学业要求，也能尊

重孩子的阅读兴趣。”

目前，和许丹团队一样进行

公益“巡讲”的，还有来自大中

小学的百余名“阅读指导

师”。他们以个人为圆心，

辐射社区、家庭，希望带

动更多人通过阅读

关照自身，在共

读 中 互 助 成

长。

阅读之花，在共读中绽放
■ 余道容

共读时光的“额外奖赏”
■ 包阳炀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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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翻动书页，成长的边界也在悄然拓宽。

亲子共读的温度、师生共读的启迪、家校共读的

共鸣，都激发了源源不断的教育活力。当阅读从

“孤灯独照”走向“众声和鸣”，教育也向着更广阔

的天地延伸，绽放出别样的光彩。值此世界读书

日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进下面的故事，探寻共读

如何让教育变得更加丰盈而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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