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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届现代与经典 

儿童阅读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会(第 16 期) 

薛瑞萍经典诵读及儿童成长工作坊  
2016 年 12月 3 日至 4 日厦门 
 

一、活动时间： 

第 16 期 2016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厦门（2 日全天报到）。 

二、地点：厦门白鹭宾馆（思明区虎园路 6 号）。 

三、参加对象：现面向家庭、早教机构、儿童培训机构、小学和幼儿园、出版社等招募学员。  

四、活动形式：1、专家主讲  2、实际操作  3、小组交流 

五、领衔主讲薛瑞萍老师简介： 

薛瑞萍  安徽省合肥市第 62 中学小学部语文教师、班主任。著述《薛瑞萍班级日志》系列、《我们班的

阅读日志》、《薛瑞萍教育教学问答》《薛瑞萍读教育理论》等。2004 年以来，《教师之友》、《中国教

师报》、《人民教育》、《教师博览》、《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学论坛》均对其教学实践和教

育理念作过专题长篇报道。06 年当选《中国教育报》中国十大读书推动人物。领衔主编《日有所诵》，全

国有 200 多万小学生使用。深受教师、家长和孩子的欢迎。 

六、费用：培训费（会务费）780 元/人（不含餐）。食宿、交通费用回原单位报销。住宿费 100 元至 200

元每人每天。 

七、报名方式（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式报名即可）： 

1、电话或手机短信报名：（全国统一咨询电话）4006-240-006   025-52424233   13705161212 

2、电子邮件、QQ、微信报名。邮箱： 8@xdyjd.com  QQ: 4006240006  微信账号：xdyjd2008 

3、现代与经典网站报名系统直接报名：登陆网站 http://www.xdyjd.com 即可。 

八、活动安排：请登录现代与经典网站 www.xdyjd.com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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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活动安排 

http://map.sogou.com/#c=13145526,2791359,15&uids=1_D_QUNAR_xiamen_124&where=13144269.53125,2790302.734375,13146777.34375,2792416.015625,0&page=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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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午：儿童阅读课程化 
一、儿童阅读课程化的内容与操作 

二、儿童经典诵读的原则与实践 

三、儿童阅读与儿童习作 

基本观点： 
不求深、不求快、不求早、不求多。从容有序、不徐不疾；缓坡上行，六年一贯。在普世皆遭恐惧、焦虑

折磨的背景下，一方面满足儿童成长的需要，一方面保护儿童免受伤害。课程化是节奏也是治疗。固定的
时间做固定的事。课程化给予儿童阅读以时间的保证，场力的振荡。如此进行的儿童阅读，不仅使得孩子

的精神，也使孩子的身体长得健康。 

具体做法：以《日有所诵》为材料，日有所诵。建立班级书库，保证孩子每天能够借阅一本图书。一周一

个故事，固定时间讲述；一至三年级次日重讲。以《我爱吟诵》为教材，一周吟诵一首诗（“每周一歌”）。 

第一天下午：吟诵培养完整的人 

1、吟诵和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 

2、吟诵的历史 

3、乐教传统和中华文明 

4、古体诗吟诵规则（学员当堂作业） 

5、近体诗吟诵规则（学员当堂作业） 

基本观点： 

吟诗对儿童特别有益，它比其他艺术更能对扭曲的身体与受苦的心灵带来治疗效果。 

儿童的思想只能产生于行动而不是产生于语言。在动作中形成的图像思考是把握最高真理的途径。这种思

考满足了儿童的需要。儿童的精神是从四肢而不是从脑部被唤醒的。 

儿童擅长并且渴望用身体学习，吟诵满足了儿童天性的渴求；儿童需要反复以培养感受、增强意志，舞蹈

使得反复成为吟诵学习的必须。肢体乱动时，我们的心灵嘀咕；肢体律动时，我们的心灵沉吟；当肢体动
作有韵律且有内涵时——我们的心灵便开始歌唱。流水不腐。水因为岸的约束优雅地流成了河。就这样，

肢体有内涵的运动，经由在意志思维间振荡的情感，唤醒思维——带来意志、情感、思维的协调发展。 

一切教育都会干扰孩子的自然发展。智力发展只有从意志（动作）开始，经由情感唤醒智力，才不会伤害

儿童。 

第二天上午：诗教传统与诗歌发展 

1、中国诗歌演进历史：诗经——楚辞——五言诗——七言诗——近体诗 

2、各体诗歌吟诵欣赏及声韵分析 

3、以《我爱吟诵》为本的吟诵教学课程化 

4、诗教和儿童成长的关系 

基本观点： 
橡树号称森林之王。橡树伸向空中的树冠的高度和尺围，正与他深入地底的根系的高度和尺围相同！传统

是土壤，未来是天空。自绝于传统就是自绝于未来。所以我们要恢复乐教传统，要在教室里和孩子一起吟
唱、舞咏，要把民间故事、民间童谣、传统游戏、传统戏剧带进课堂——做适合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 

 

第二天下午：作为教师的孔子 

1、孔子的基本思想及历史影响。 

2、孔子具体教什么科目？ 

3、孔子的教育目的是什么？ 

4、孔门设教从何入手？ 

5、孔子如何教？ 

6、为什么说“不学礼，无以立”“不读诗，无以言”？ 

7、“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与教师生命状态 

8、《论语》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基本观点： 

孔子何许人也？3 岁丧父，17 岁丧母，孔子是地道的一个苦孩子。然而，凭借学而不厌的智慧、诲人不倦

和慈悲，这个孤苦庶出的孩子，成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儿子，最伟大的父亲和教师。 

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教育问题。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从来都是教师。人类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关头，要不进

化要不灭亡。2500 年前人类第一次文明大突破发端于各地一批教师的先知先觉、诲人不倦，第一次大突破
是成人教育的成功，也许第二次文明大突破就发生在儿童教育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