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钟晨晨 通讯员 杨颖）12 月

14 日，温州市“小学英语学科第二届课改领航

现场会”在我市实验小学举行。本次活动以

“语篇意识”为引领，以“美文链接”为基点，对

小学英语对话教学的情境创设、理解体验与交

流运用展开研讨。来自温州、绍兴地区的 500

多位小学英语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当天上午的主题教研活动中，市实验小

学教师张畅和塘下中心小学教师翁金环以

“Nature Park”为话题，同课异构，演绎了不同

风格却同样精彩的美文课堂。随后，市实验小

学教师杨颖和安阳实验小学教师施小华分别

阐述了主题为“让美呈现从容的姿态”、“以美

为基点，打造有效课堂”的观点，在交流中互相

学习，并展开研讨。

我市教研员林蓉蓉做了《基于教材文本的

美文构建策略》的主题发言，将本次活动的主

题结合省级重点课题“小学英语基于‘文本再

构'有声语篇教学资源的开发研究”，提纲挈领

地阐述了如何依据教材文本进行美文构建。

下午，乐清市虹桥第一小学教师计海霞和

温州市实验小学教师方晓丹继续带来独具特

色的课堂，引领孩子们走进英语美文世界。

活动最后，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教研员

沈雨做了“以‘美文链接'为基点的语篇意识课

堂教学”的主题讲座，结合鲜活的教学实例，深

入浅出地指明如何结合美文开展对话教学的

实施方法和具体模式。

参加本次活动的老师纷纷表示，这次活动

让他们受益匪浅。“这是一次高效成功的英语

教研活动。既展现了瑞安市小学英语教师的

教学风采，又体现了温州市小学英语教学的课

改新航向。”

教育学者、中国海洋大学讲师胡乐乐认

为，从学生的身心发展来看，莫言的作品整

体而言不适合中小学生阅读。众所周知，莫

言的很多作品都充满赤裸裸的性描写和暴

力因素。正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往往对这

些因素充满好奇，但缺乏辨别力。尽管语文

教材可以不选取莫言作品中有关性与暴力

的篇章，但是即便选取了一些比较“干净”的

篇章，学生也会顺藤摸瓜，通过网络搜索等

手段找到一些其他篇章。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章

浙中表示，莫言的作品与中国传统审美趣味

不符，不利于中小学生形成良好的审美趣

味，“即便从比较现实的角度考虑，也不利于

学生学习、模仿、借鉴。”在他看来，入选中小

学语文教材的作品，在符合课程标准的前提

下，首先要具备经典性，应该是经过时间检

验的、世所公认的经典文本，要符合主流价

值观和审美倾向，能够让学生从中获得教

益。其次，还要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思

维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当然，最好能够对

培养学生对文字的兴趣以及学生写作有帮

助。”

北京广渠门中学语文教师毕姗则指出，

若将莫言作品引入中学语文教材之中，必然

需要做出删减、改动，这无疑将直接破坏莫

言作品的完整性。“中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需要积极向上的

生命态度指引。”毕姗认为，莫言作品中没有

刻意的教育元素，而以一些对社会、对人性

的反思性批判为主，这些常常指向哲学性发

问的困惑与思考，需要清醒、理性的判断，才

能趋利避害地使自己精神受益，对于思想还

不成熟、社会历史观认识尚浅的中学生来

说，实在是过大的考验。

（记者 钟晨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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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教育引领孩子走进英语的美文世界
温州市小学英语学科第二届课改领航现场会在瑞召开

莫言作品进教材引热议
调查显示：近九成读者表示不支持

日前，中国著名作家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领取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莫言热”。
早在今年10月份莫言获奖的消息公布后，就有消息称莫言作品入选高中语文选修读本。那么，其作品是否有可能再进一步，入选中小学语文必修教材？对

此，新浪教育频道的调查显示：近九成的网友认为莫言作品“不适合”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原因是“莫言作品充满魔幻色彩、大胆的性描写、暴力美学等，不适合
未成年人阅读”。

在线调查：
《丰乳肥臀》阅读率最高

语文出版社：
将莫言作品纳入高中选修读本

据 新 浪 教 育 频 道 的 调 查 显 示 ，有

37.9%的读者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消息公布后才开始阅读其作品，仅

有 24%的读者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

就开始关注其作品。此外，在莫言的十

多部主要作品中，长篇小说《丰乳肥臀》

阅读率最高，有 17.7%的读者看过此书，

其次是《红高粱家族》和《蛙》，阅读率均

超过 10%。在接受调查的读者中，仅有

24.1%的人表示会向孩子推荐阅读莫言

的作品，其他人则表示“不推荐”或“谨慎

推荐”。

对于莫言的作品是否适合入选中小

学语文教材，仅有 10.3%的读者表示，

“适合，诺贝尔奖是对其文学成就的充分

肯定，值得中小学生阅读、学习”；其余

89.7%的网民则认为，莫言作品“不适合”

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原因是“莫言作品

充满魔幻色彩、大胆的性描写、暴力美学

等，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有些内容连

成人都难以适应，根本不适合青少年阅

读，更不要说入选语文教材了。

网友“@心与长天共渺”表示：“目前

我看过的作品《红高粱》、《丰乳肥臀》、

《蛙》都不适合入选。有些小说，不到一

定年龄读了也是白读，浪费时间。”网友

“@爷们儿型女青年 LICHEE”分析道：

“无论是暴力美学还是各种性描写，是为

了衬托文章中心思想，我觉得没什么不

妥。但是加入语文课本要三思而后行，

一是作为人生观世界观还不太成熟的孩

子，他们未必读得懂作品，二是某些不太

正面的描写，可能会影响一些自我意识

较弱易受影响的孩子。”网友“@多趣购

网”则直言：“毁掉一本名著的方法就是

把它划入考试范围。”

不过，网友“@寂寞的小刚”认为：

“初中、高中、大学可以选用，毕竟人家拿

下了诺贝尔奖，小说的文学价值是毋庸

置疑的！”网友“@风风风吹冷”也认为，

莫言作品作为课外阅读还可以。

日前据多家媒体报道称，语文出版

社已经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

选修课程中。该消息在网络上引起热烈

反响。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

关其作品是否该入选中学生教材的话题

引起热议。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语文

教材编写到底该不该‘跟风’”、“‘凑热

闹’是巧合还是必然”、“普通中学生是否

读 得 懂 莫 言 的‘ 魔 幻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作

品’”等方面。

据了解，《透明的红萝卜》并非入选

语文出版社的课本，而是该社编写的高

中语文选修读本《中外短篇小说选读》。

作为语文教材的配套读本，该书计划收

录 40 篇作品。除了中学生熟悉的鲁迅、

沈从文、老舍等经典作品外，余华、苏童、

马原、残雪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在候选

之列。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张夏

放表示，这次入选是“巧合”，并非大家认

为的“盲目追捧”。但作者获得诺奖，的

确是“敲定”其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入选

的重要原因。

“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

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

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

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

这是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红萝卜

第一次出现时的描述。

据张夏放介绍，教材编写者一开始

曾考虑节选《红高粱》，但《透明的红萝

卜》篇幅比较短，可以全篇选入，能让学

生有比较完整的理解。莫言通过那个充

满苦难但不失童趣的“黑孩”来诉说他少

年时代吃过的苦，以及无人理睬却又耽

于幻想的那一段时光。文章在心理上更

贴近中学生，中学生理解起来也相对容

易。“但莫言的大多数作品，尤其是作为

其代表作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丰乳肥

臀》、《檀香刑》、《蛙》等，含有不少不适合

中小学生阅读的因素，不但不会选进教

材，也不推荐课外阅读。”张夏放表示。

针对未来是否会将莫言作品收入中

小学语文必修教材，张夏放明确表示，目

前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还没有这

一计划，也没有进行相关讨论。“中小学

语文必修教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除非

教育部修改课程标准，否则教材不会随

意变动。”

支持方：莫言作品早该进教材了
听说《透明的红萝卜》入选高中语文读

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

文轩表示，这篇小说完全适合中学生阅读，

“不能小看现在的学生。如今有的孩子在网

上接触的东西很多，有着丰富的想象力。阅

读莫言充满丰富想象力的作品对少年儿童

的教育应该是有启发的。”此外，他认为，莫

言的作品此前没有被选入的原因与他作品

的篇幅、风格不无关系，其小说风格多样，有

一些作品描写比较怪异或阴暗，并不一定适

合给小孩子看。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选编的一

本中学生课外读物中，就曾选入了莫言、余

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他认为讨论这个问

题首先要弄清楚现在的中学生都读些什么，

不要去低估他们的理解能力，“现在的中学

生见识很广，涉猎也很多，我相信现在的中

学生完全消化得了莫言，现在的中学生不会

胃口那么弱，消化一下莫言就受不了了。”

在李敬泽看来，笼统地去争论莫言的作

品适不适合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是没有意义

的，因为莫言的作品种类很多，“入选有争议

的地方可能涉及莫言的部分作品，现在大家

有争论的是《红高粱》、《蛙》、《丰乳肥臀》等

作品，但实际上莫言还有很多作品，他的很

多短篇小说充满诗意，能给人丰富的联想空

间。这些短篇小说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是没

有问题的。比如《透明的红萝卜》给学生看

就非常好，文字很绚丽，能让十几岁的孩子

体会到中国文字之美。”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长期关注

中小学语文教育，他认为莫言的作品早就该

进入教材了，“那么多人的文章都选了，莫言

的文章比那些好多了。”

不支持方：莫言的作品不适合中学生阅读

市实验小学教师张畅为学生上英语美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