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一颗种子在倾听中悄悄长大——《大声读给孩子听》序

邱凤莲不论我们曾经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关于童年的回忆，总有一些是温暖的，是令人留恋的。譬如，一个朗月的夜晚，一个合意的伙伴，一块好吃的玉米饼，亦或，是一本书，一段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在一所很小的学校读书，小到没有几间教室，没有一张凳子（凳子是要我们自己打家里带的），小到没有几个老师是正式的。那时，我们的生活是贫瘠的，精神更是贫瘠的。心灵空白得连杂草也不长。到了四年级，教我们的老师换了，是一位身材较高，皮肤白净的钟老师。听说，钟老师是会讲故事的，于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了激奋的期待。钟老师果然会讲故事，尽管她不会说普通话。但是没关系，那个时候有几个乡村老师说普通话呢？一个也没有啊。钟老师第一次给我们讲的就是《西游记》第二回孙悟空向须菩提祖师学艺的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她讲到祖师在孙悟空的脑后敲了三下时的语气和神情，也记得后来孙悟空和祖师对话的调皮和机敏。这一切钟老师模仿得神采奕奕，我们也听得神采奕奕。孙悟空受到师父明贬暗褒，钟老师讲故事时语气是高兴的，我们听故事时心里也是高兴的。孙悟空的师父高兴的时候会传授孙悟空真本领，钟老师高兴的时候就会给我们读故事。于是每一天的日子便变得不太一样了。每一个倾听故事的日子就成了我们的节日。我从钟老师那里知道了很多故事，并且从那时起，开始留意搜寻书籍。我好容易找来读的是一套《西游记》，一本《三侠五义》，一本《千家诗评注》和一本《宋词选》。那时候可读的书少得可怜，童话书几乎没有，很多人家只有《毛泽东选集》——不管小孩和大人愿不愿看，家里都放着。那时候，农村的人们真是穷得可怜，没有高楼，没有存款，没有文化，



而且，也没有自我。钟老师种下的种子就是撒在了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但是它还是长大了，长成一棵树，虽然这棵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但毕竟是绿色的树啊！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买回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父亲每天背着它从村子里走过，他一路走，收音机一路响，很得意的样子。于是几个同龄的孩子就和我一起，每天中午十二点半以及傍晚放学回家都等在收音机旁，守候广播书场、守候少儿故事。我就在那时候听到了《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还有很多根据现当代小说改编的书场故事。后来甚至还有一个台，居然把《红楼梦》也制作成了广播书场，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悠缓柔美的女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在电视还没有普及，买书还很奢侈的年代，这是我们这些孩子唯一的精神享受和心灵慰籍。我就在这种倾听中一天天成长，长成了一个老师，长成了一个母亲。我当然知道要给我的孩子们什么——读故事，像钟老师一样把一颗颗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里，把绿色的期待种在他们心里。当我的孩子们享受到别的孩子没有享受到的幸福，当他们从一个个故事中获得他们自己的快乐与忧伤，当他们学着我的样子捧起书，沉醉地阅读，我看见他们也长成了一棵棵小树，碧绿的小树。这时候，我知道了，原来我这棵不起眼的树，不仅是绿色的，还是有心的！谢谢我的老师，谢谢她讲的故事！
二零零四年秋。一本繁体本的书籍摆在我的案上，这是一本被誉为改变了美国历史的书籍——美国吉姆·崔利斯先生的《朗读手册》，由台湾的沙永玲等老师翻译，我得到的是复印本。这本书之



所以受到推崇，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掀起了一股为孩子大声读书的热潮，进而推动了整个美国的阅读进程。我不敢相信一本书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在我读过它之前。但是给我这本书的人相信，因为她读过、思考过。她是亲近母语课题组的主持人，我师范时的老师徐冬梅女士。阅读对于童年意味着什么，一本书可以推动多少人为孩子的阅读而努力，早已在她心中萦绕千回。2004 年年底，徐冬梅老师带领亲近母语课题组开展“大声读给孩子听”的班级读书会实验。她又一次给我一个意外，我没有想到，我们之前所做的给孩子朗读故事的事情，会有了一个名字——“大声读给孩子听”，我更没有想到，这几个简单的字眼，会作为一项实验的名称。但是我是徐老师的学生，我知道她的意思，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全力推广儿童阅读，让更多的孩子热爱阅读，热爱书籍，让更多的孩子亲近经典，走向优秀。低幼孩子独立阅读能力欠缺，读给他们听是最好的启蒙。国内还有一些地区的孩子购买图书有一定困难，采用大声读的形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徐冬梅老师希望用“大声读”这种最简单易行的阅读方式，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同等阅读的权利。她用个人的讲学经费创立了亲近母语读书基金，每学期向实验学校提供 4 本最适合向孩子大声读的图书。孩子们开始用耳朵倾听童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知道，徐老师是另一位播撒种子的老师，并且，要播撒得更远，更广。“大声读给孩子听”实验历时近两年，不仅在低幼年级和学生购书有困难的部分地区深入开展，而且已经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学校。老师们还意外地发现，高年级的孩子居然



也喜欢“大声读”这个阅读形式。课题组老师先后为孩子们朗读了《小猪唏哩呼噜》、《乌丢丢的奇遇》、《草房子》、《笨狼的故事》等大批文学名著，以及《精灵鼠小弟》、《猜猜我有多爱你》、《南瓜房子》、《爷爷一定有办法》等一批绘本。实验不仅在一所又一所学校掀起了阅读的热潮，还引领一个又一个家庭沐浴在书香之中，“大声读给孩子听”也成了很多家庭亲子共读的有效形式。课题组的老师们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后反思，在反思后更加坚定了实验的脚步。那么，“大声读”究竟带给了孩子什么？首先，大声读是最吸引孩子的阅读形式，它给予孩子畅快的阅读享受。无疑，对于阅读有一定困难的低年级孩子或者阅读习惯还没有形成的孩子，大声读给他们听是引领他们亲近书籍，培养阅读兴趣的最好方式。无论是在实验学校的课堂上，还是在亲近母语读写培训班中，孩子们最安静的一节课就是“大声读”实验课。用耳朵倾听美妙的故事，给予孩子的是最畅快的阅读享受，它没有家长勒令的痛苦，也没有生字的羁绊，纯粹处于一种放松的愉悦状态中，所以也是最吸引他们的阅读形式。大声读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几乎让人吃惊，老师们做一本孩子们就会爱一本。课题组孙燕老师以大声读的形式上过孙幼军先生的《小猪唏哩呼噜》，我女儿在那个班上，上了一节课以后，回来呱哩呱啦和我们谈那只可爱的小猪，并且一定要我给她读这本书。不仅低年级的孩子如此，高年级的孩子也非常喜欢大声读这个形式。在我所教过的五年级班上，我带着孩子们看《三国演义》。因为文白夹杂，所以独立阅读遇到障碍。为了提高阅读效果，我和读得较好的孩子们分工，轮流在班级大声读，每人读半回，孩子们越读越流畅，越读越喜欢，越读参加的人越多。在大声朗读中，孩子们品出了《三国演义》语言的味儿，有的孩子竟然喜欢到去背诵一些章节，让我非常意外。大声读引



发的自主阅读会变得这样兴趣盎然，实在令人惊喜。其次，大声读是最易走进心灵的阅读形式，给予孩子直接的情感熏陶 。可以说，一本书、一张嘴、一颗心是这个实验实践中的三要素。一颗心，是爱书的心，爱孩子的心。有了这颗真诚的心，老师就会在诵读中将自己的情感和文本的情感融于一体，直接传达给孩子，给孩子情感熏陶。当老师和孩子共同沉浸在文字营造的那份美好情感中，那种美妙不是我们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教所能代替的。因为它引起了他们的感情共鸣，直接走进了孩子的心灵。第三，大声读是最令人回味的阅读形式，给予孩子丰富的语言积累。相对于孩子的自主阅读，大声读的形式是动态的，是相互的。阅读者的声音、表情、发问，都会对倾听者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动态信息在大脑皮层形成的映像停留的时间比静态信息长。并且根据孩子的特点，动态信息比静态信息接收快。在“大声读”实验中，教师声情并茂的朗读可以加深孩子对语言的记忆，并且令孩子回味无穷。很多孩子在老师读过之后，不由自主地就会自己读起来，说起来。他们模仿人物说话，或者反复回味或诵读其中的片段，在这种回味中逐步积累了自己的语言。低幼孩子还从反复倾听中慢慢建立最初的书面语言模型。第四，大声读还是最能提升心智的阅读形式，给予孩子良好的思维品质。“学而不思则罔”，在给孩子朗读故事的过程中，大人常常会提出一些让孩子思考的问题，让孩子反思自己所听到的，或者猜测下面将要听到的。这种阅读中的思考有助于孩子掌握边读边思的方法，培养孩子良好的思维品质。长期坚持下来，孩子的心智会随之提升。期盼着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在孩子的心灵中播撒阅读的种子，期盼着这一颗颗种子在倾听中悄悄长大，长成一棵棵树。那便是我们渴望的绿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