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引领孩子们开展自主性、主
题式的阅读行动，培养卓越口才，激
发深度思维，自 2015年 3月至今，江
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东洲小学已经连
续 6年多举办“满天星”学生讲坛。

“满天星”讲坛安排在每周五中
午举行。每一位登上“讲坛”的主讲
人都完成如下六部曲：

20分钟，一个人，一台电脑，一
张讲台，一个舞台。倘若空有想法，
没有“广泛阅读”这把“金刚钻”，是
无论如何也揽不下讲演这“瓷器活”
的。每一个主讲人在动笔撰稿之
前，都有大量的阅读储备。经过座
谈调查，我发现了主讲人在阅读轨
迹上的共同点。

一是读得广。陆柯匀同学受
《狼图腾》一书启发，成了不折不扣
的“狼迷”。她大量阅读了古今中外
描写“狼”的文学作品——诗词、古
文、小说、童话等。她的演讲也让听
众对“狼”有了新的认识。曹宇航同
学钟情于神秘古国“楼兰”，他用大
量文物图片，展示了楼兰的繁荣兴
盛；从楼兰的地理位置，指出其在古
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在翻阅了
大量有关楼兰的资料后，他将楼兰

的神秘消失总结为“兵劫”“地劫”
“沙劫”3个因素。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这
样的自主性、主题式阅读，既帮助学
生拓展了阅读视野，又提高了思考
问题的深度。

二是读得实。张依文同学主讲
《走近苏轼》，她将林语堂的《苏东
坡传》翻阅了不下 5遍，苏轼的诗词
佳作信手拈来；吴奕萱同学借用
《离骚》讲屈原的一生，诗中拗口的
诗句倒背如流；徐艺桓同学将《论
语》随身携带，一有空就翻出来咀
嚼回味，这才有了在台上滔滔不绝
的底气……

清代文人孙洙说：“熟读唐诗三
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在熟读多
记的过程中，自然会将看到、读到的
内化于心，这就是一个耳濡目染、润
物无声的美妙过程。

三是读得深。每一位主讲人
的阅读都不是不假思索地一味吸
收，而是“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思辨
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思考，
产生想法后再度阅读，形成自己的
观 点 ，这 正 是 讲 坛 最 有 魅 力 的
地方。

黄昱钦同学是个“三国迷”，《三
国演义》已经读了不下 6遍。“反贼”
魏延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谜——
《三国演义》前半段，魏延乃是蜀国
末期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后半段
却被贬为“逆贼”，落差为何如此之
大？罗贯中认为其“脑后有反骨，天
生要造反”,他是真的存心造反吗？

这其中会不会另有隐情？带着问
题，在对《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
比较阅读之后，黄昱钦有了全新的
认识，他借助文献，大胆为魏延
正名。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
殆”，读中有思、思时再读，像这般回
环阅读、品味琢磨，才能对讲述的内
容了然于胸，对陈述的观点通透
澄明。

“满天星”学生讲坛不仅属于台
上的主讲人，更属于台下近 300名的
观众。我们坚信：用耳朵也能阅读。

讲坛刚开设时，报名的学生寥
寥无几。沈成同学自告奋勇地首讲
《大明宰相张居正》，她从张居正的
为官策略、政治改革、失败教育这 3
个层面侃侃而谈，时而引经据典，时
而诙谐幽默，还不时抛出问题与观
众互动。

她的讲演成功地激励了更多
孩子登上“讲坛”。几讲过后，报
名的学生络绎不绝，热情甚至辐
射到了二年级。爱好历史的李海
川 同 学 侃 侃 而 谈 玄 武 门 之 变 的

“前因”；曾在消防中心参加过活
动的杨力铮同学则搜集了大量消
防知识，成功讲演《争做消防安全
小天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跃跃
欲试地参与到讲演中。他们从讲
演者身上感受到了阅读的动力、思
考的魅力和表达的欲望。

每次讲演结束后的现场互动环
节，都能启发产生新的思考。蔡奕
同学在谈到中国汽车发展史时，讲

述了慈禧太后与中国第一辆车的荒
唐故事，引发全场的笑声。讲演过
后，主持人让观众一起思考故事带
来的启示，当即就有学生表达：现在
的中国已是一个汽车销售大国，但
是如何从汽车销售大国走向汽车制
造强国，仍然需要不断努力。受这
种形式影响，之后的主讲人在讲演
时也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其
中。吴奕萱同学在《一曲〈离骚〉道
屈原》讲演最后这样说：“我们也许
可以说屈原是一个能人，但屈原绝
对不是一个强人。一个碰到了问题
只会埋怨的人，一个觉得众人皆醉
我独醒的人，一个通过自我了断让
别人清醒的人，最终也只能是孤芳
自赏而已！”

一场讲演结束了，但阅读和思
考的脚步没有终点。20分钟的讲演
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
窗去阅读更多书籍，从而更深入地
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这才是倾
听演讲的真正意义。

截至 2021年 5月 21日，东洲小
学已经有 98个孩子在“满天星”学
生讲坛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讲演内
容既涉及文人墨客、帝王将相等著
名人物，也有世界大战、宫廷政变等
历史事件，还有取材于大自然的域
外风情，和源于生活的百科知识。

“满天星”讲坛成了东洲小学孩子们
固定的文化菜单。我们还将继续完
善“满天星”讲坛运作机制，让它成
为东小学生生命拔节的多彩舞台和
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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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东阳市外国语小学教
师人文讲坛从 2003年开讲，至今已
是第 18个年头。讲坛设在学校的
梦想礼堂，时间定在每周工作会议
前。主讲者有外请的专家学者，更
多的是一线教师。时间不限，形式
多样，有时是每人 5 分钟的微论
坛，有时是十几分钟的心得分享，
有时是半小时左右的观点报告。
一年又一年，人文讲坛总能时时切
中教育的热点，同样也见证了学校
文化建设不断丰厚、办学理念不断
提升、人文内涵不断丰富的蜕变
历程。

讲坛，在嬗变中创新

对老师们来说，人文讲坛是一
道精神大餐。这里有读书分享，有
理论引领，有观点碰撞……十几年
来，讲坛内容不断丰富，既关注教师
教学，也研究学生课堂，既有精神层
面，更有操作实践，内容品质在嬗变
中不断创新。

从“专著引领”到关注“课堂转
型”。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先行者和
引跑者，为了打造一支学术型、专
业型教师队伍，2003年起，学校每
学期为老师们统一采购专业书籍，
让老师边阅读边分享。从国学读本
鉴赏到教学指导分享，再到教育理
念思考，阅读引领着教师向教学更
深处漫溯，也为深化课程改革提供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4年，我们
聚焦课堂，先后开展了“互动生成
课堂教学模式研讨”“慢想深议课
堂形态的探索与实践”“学为中心
的全息课堂”等主题论坛。有了理
论的支撑及实践的指导，老师们对
课堂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从关注课
堂的生成，到关注学生的深度学
习，再到如今“学为中心”“以终为
始”等理念的落地，越来越多的精
彩正在发生。

从“三风”解读到“课堂文化”缔
造。学校是最美的育人家园，我们
致力于办走进孩子心灵的教育。本
着这样的初心，人文讲坛开启了文
化培育之旅。2010年，我们创办“三
风”论坛，对学校的“三风”文化进行
深度诠释：“严谨开放合作进取”的
校风，要打造一支有竞争力的智慧
型教师队伍；“立己立人厚积薄发”
的教风，致力于追求丰厚而简约的
教学境界；“善思乐行享受学习”的
学风，激励学生善于思考、勇于
实践。

为了让孩子过一种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人文讲坛围绕“教室文
化创建的思与行”进行思考：一间
教室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取决于

教室桌椅之外的空白处流动着什
么。这个空白处，我们该如何填
补？集众人之智，我们在讨论中认
为应该将教室定位成“令人心安的
地方，滋养精神的所在，梦想启航
的港湾”。

2015年，“培育精彩文化之学科
篇”的讨论成为人文讲坛的又一主
题。语数英各科老师从不同的学科
角度进行阐述：放慢脚步，把更多的
时间留给孩子；了解数学的本质，让
学习走向深刻；注重体验，学做合
一。在多元课堂文化的浸润下，孩
子们用心聆听，边听边思，自信大胆
地发表独到见解，外来的执教老师
由 衷 地 感 叹“ 外 小 的 孩 子 太 厉
害了”。

从“ 工 作 细 则 ”到“ 核 心 价 值
观 ”形 成 。 一所学校就是一个团
队，要成为一所高品质的品牌学
校，必须要有凝心聚力的核心价值
体系和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我
们从教师形象、教学管理、教育沟
通等方面展开讨论，结合老师们的
意见和建议，反复修改，最终制订
出《外小教师应当做好的 60条工作
细则》和《外国语小学教学质量标
准》（修订稿），作为全体教师的行
为规范。同时，我们开展为期 2个
月的“价值观大讨论”，每位教师用
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教育价值观，再
用一分钟具体诠释。讲坛上，几十
位老师畅所欲言，最后挑选出 30句
话上墙，建成了独具特色的外小教
师价值观长廊。

讲坛，在迭代中进阶

18年来，教师人文讲坛结合当
前的教育现状和热点问题，不断生
成直击现象的话题并展开讨论。我
们也鼓励教师沉浸式学习，自主申
报 话 题 ，讲 坛 也 在 迭 代 中 不 断
进阶。

每学期初，教科室做好系统性
规划，涵盖不同主题，如读书交流、
班主任经验分享、青年教师成长与
理想等。除此之外，更吸人眼球的
还是随机生成的话题。“基于大数据
平台下的精准服务”课题纵深推进
时，不少老师对于“数据平台中的数
据分析”存在困惑，于是就有了《读
数据、明自我、定目标》《基本大数据
平台下如何开阅读个性化处方》等
角度新颖的分享。疫情期间，学校
开始线上教学，这种学习方式有哪
些利与弊呢？于是，我们连续四周
开展《线上学习的得失与后续》大讨
论，从技术提升、资源拓展、针对性
施教、学习平台优化等方面进行分
析，总结出后续线下学习应该弥补

的地方。
讲坛初期主要由活力四射的

年轻教师、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
一技之长的专业教师上台亮相。
在“我和社团的故事”中，吴滢老
师的绘本阅读、王帅老师的天音
合唱团、承武老师的天文观星等
社团故事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
学生社团活动的精彩纷呈。浸润
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不少老师
也萌生了分享念头，积极主动参
与进来。潘丽丹老师的《我和我
的摄影生活》、秋霖老师的礼仪系
列讲座、蒋仰林老师的《需要是发
明之母》等，都让我们领略了一线
教师的专业魅力。

一线教师是讲坛的主角，为
了拓宽他们的视野，学校不定期
地邀请教育专家、行业专家入校
园，为教师们做专业引领。上海
师 范 大 学 博 士 生 导 师 王 荣 生 教
授和 6 位国培专家组成员，为全
体 教 师 带 来 了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国 培 式 研 训 活 动 。 金 华 教 研 室
主任王荣文作《课程本质认识与
深化课程改革》讲座，全方位地
引 导 老 师 们 怎 样 进 行 基 础 性 课
程 整 合 和 拓 展 性 课 程 的 建 设 。
除了学术研究，还有茶文化传播
者丁素仙的茶文化系列讲座、中
医专家郭兰中的《健康与养生》、
红 十 字 救 援 队 的 急 救 知 识 进 校
园等，这些小而精的讲座深受老
师们的喜爱。

讲坛是教师的个人专场，也是
集体的舞台，备课组、年级组、教研
组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传承
与创新金点子分享”“工作细则和
教学质量标准的修订”“精彩课堂

的探索”等主题的探讨，都经历了
数次的观点交融和思维碰撞。正是
人文讲坛这个平台，包容了不同声
音，汲取了思想精华，也凝聚了教
师智慧。

讲坛，在行动中成长

18 年来，我们在这里投入真
情、深度学习、分享智慧，也渐渐达
成了共识：遵循“全息关怀、走进心
灵、全面精彩”的核心理念，致力于
办能走进孩子心灵的教育。这一育
人理念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精
准定位儿童成长支点，推动学生快
速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外小全体教
师的自觉追求和全体学生的精神
向往。

近几年来，我校多位老师在全
国“千课万人”的舞台上展示风采，
省内外的活动中更是屡见身影，涌
现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型教师。东阳
市级以上教坛新秀 32人，市级以上
优质课获奖 73人次，所有学科均有
市级以上骨干教师。

走过 18年的征程，如今，岘峰
书苑成为外小独有的文化印记，它
也赋予人文讲坛一个更有内涵的
名字——“岘峰书苑小讲坛”，以小
见大，以小求精，以小行动践行大
教育。正如东阳市教育局局长顾
在响在“岘峰书苑小讲坛”首席开
讲中所说：“一所学校的文化内涵
从何而来？今天，我们可以窥一斑
而见全豹。自 2003年起，他们每周
一次开设教师‘人文讲坛’，18年来
一直执著地做着这项工作，创设平
台，浸润文化，凝心聚力，打造出一
支 高 素 质 的 教 师 队 伍 ，确 实 不
简单！”

■浙江省东阳市外国语小学 周俊萍 马笑莲

小讲坛彰显大智慧

打造一个生命成长的多彩舞台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东洲小学 高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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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曰：“一言之辩，重于
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
之师。”今人云：“一个人掌握了
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
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现代社
会，卓越的口才更是一个职场
人立足与发展、成才与成功的
必备素质。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
要作公众演讲。我深以为，一
场好的演讲需要具备以下几个
要素。

一是生命的影响力。南京
直面心理咨询所所长王学富
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这里的‘事’是指心理咨
询，这里的“器”，是指治疗师自
己的生命。如果你要寻找心理
治疗师，需要找一个有丰满生
命的心理治疗师。”一个成功的
演讲者一定是一个具有巨大生
命能量的人。当他站在众人面
前演讲时，他的生命能量会很
自然地散发出来，影响在场的
每一个人。

公众演讲，展示的是一个
人内在的能量和能力。当一个
人站在公众面前演讲时，他处
于一个孤立的状态，无所依凭，
因此他必须在自己身上寻找力
量的源泉。他所能依靠的是他
的记忆、经验、学养和能力。而
他在演讲时所呈现的状态决定
着人们对他的评价。

有人说，全国政协会议发
言最大的亮点，是政协委员们
对国家、对人民的崇高使命感。
我想，一个人的生命能量包括
哪些内容？应该包括历史使命
感、社会责任感，也包括积极进
取的人生态度、百折不挠的顽
强意志，和一切被称为“正能
量”的品质。当一个人缺乏这
样一些品质，在作公众演讲时
他又能带给人们什么呢？

二是情感的感染力。写作
是演讲的基础。演讲与写作一
样，要讲究立意选材、谋篇布
局、遣词造句。文章写得好，方
能演讲得好，但文章写得好，不
一定演讲得好。要问演讲与写
作有什么区别？我想，与写作
相比，演讲还强调一种现场的
效果，讲究一点演讲者与听众
在思想、情感上的互动与呼应，
更需要演讲者情感的投入。

情感具有感染性。一个人在演讲时如果缺乏激
情，又怎么能打动别人呢？很多演讲者往往只注重语
言的推敲，而忽视对激情的贯注。一篇辞藻华丽的演
讲稿如果交给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去演讲，就像一张空
有美丽而无血色的脸，给人的感觉一定是苍白空洞、缺
乏活力的。激情从何而来？我认为它源于人对工作、
对生命的热爱。当一个人精神振奋地站在发言席上慷
慨陈词时，我们能感受到生命在燃烧。激情的演讲传
递的正是一个人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生命能量。

三是思想的穿透力。作演讲最忌人云亦云、老调
重弹，不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就像写文章一样，演讲
也讲究立意的独到、有深度。立意独到指与一般人看
问题的角度不同，见人所未见。立意有深度则指与一
般人看问题的角度相同，但比一般人看得更深，见人所
不能见。同样一个故事，把它如实叙述出来，是一个层
次；在叙述的过程中，还能用教育教学的原理进行分
析，就加深了一层；如果还能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
层面进一步思考，就更深了一层。

美籍华人画家丛志远曾说：“一个人的成功，关键
在于他的人生观。艺术到了一定的时候已不是技术问
题，而是境界问题。”演讲最根本的是认识问题、境界问
题。一个演讲者，最后真正考验他的不是技术层面的
问题，而是“发现”的问题。好的演讲一定具有思想的
穿透力，不仅有知识，更有见识。从丰富的人生和事业
历程中升华出的充满启迪性和感召力的“真知灼见”，
才是演讲之魂。

四是故事的吸引力。讲故事是演讲的一种策略，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思想不在于
长篇大论，关键要形象、具体、生动、感人，有血有肉，有
情节、有细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
正在谈到如何更好地进行对外传播时说：“在对外传播
中，要多讲中国故事，讲中国的发展实际、中国人的生
活。如果我们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话，它就相当于维生素Ｃ，它本来是在苹果里的，这
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相关的故事。与其给外
国人维生素片，不如给他们原生态的苹果，由他们自己
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

关于讲故事，李镇西老师有一个堪称经典的例子：
1998年 11月，他应邀去北京参加纪念苏霍姆林斯基 80
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人王义高教授要他作 40分
钟的演讲。他当时吓了一跳，因为与会的都是国际知
名专家，何况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也
在场。他非常紧张地对王义高说：“不不不，我不懂理
论，哪敢班门弄斧？”王义高说：“谁让你讲理论了？你
就讲你是如何追随苏霍姆林斯基进行教育实践的故事
吧！”听了王义高的话，李镇西一下子变得自信了。他
来到发言席，开始讲述自己在追随苏霍姆林斯基教育
思想过程中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不知不觉中，他的
发言打动了与会者，也打动了苏霍姆林斯卡娅。

李镇西曾介绍自己说：“一直到大学，我都不好意
思当众讲话，一看到许多眼睛盯着我，我就紧张，说话
结巴，反应也迟钝，老是‘嗯嗯’地想不起下一句要说什
么。”其实，讲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演讲方式。通
过讲故事，李镇西的演讲曾经感动了许多人，未来还将
继续感动更多的人。当我们自认为不善于演讲时，试
试挖掘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通过故事来吸引听众，打
动人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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