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乡愁
2020年 12月 24日 星期四

主编：卢有均 责编：向玲5

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

的语言感知能力。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

生强调：“读，在语文教学中是足以培养学

生语言感知的一项主要手段和实践。”读

是学习语文的一扇窗口，可以收到“不待

解说，自知其义”的效果，可以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积极性。读，可以帮助学生积累语言

材料，理解课文，陶冶情感。因此，在语文

教学中要体现以读为本的思想，提高学生

读书能力，培养良好读书习惯。

一、以境诱读，激发兴趣

小学生多是形象直观的思维，因此

需要借助多种手段创设情境、渲染氛

围，帮助他们走进文本，体会文中人物

或作者的内心世界，从而引发学生读文

的情感，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引领学

生感悟文本的语言。如教学《浅水洼里

的小鱼》一课时，先要求学生仔细地阅

读课文，读后让学生自演文中的小男孩

“不停地在每个水洼前弯下腰去，捡起

里面的小鱼，用力地把它们扔回大海”

的故事情节，体会小男孩保护动物、珍

惜生命的情感。学生的表演淋漓尽致、

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在这样的学习氛

围中，学生的积极性被激发，情感得以

交流，个性得到张扬，自主、实践、活动

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旋律，课堂教学轻松

活泼，学生学得扎扎实实。

二、注重范读，感染学生

小学生的阅读水平毕竟是有限的，

教师应根据学生掌握的情况，有重点、

有目的地给予点拨、引导，引导他们细

细品味好词佳句的绝妙之处，揣摩布局

谋篇、立意构思的独到之处，深入探究

领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教师要

通过声情并茂的范读，使学生产生感

情、激发兴趣。如：《卖火柴的小女孩》

是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童话故事，

大家都非常同情这个卖火柴的可怜的

小女孩，但如果认为全文都只有深沉、

压抑的感情的话，那是不全面也不深入

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写小女孩先后四

次擦着了火柴，在她的面前出现了美好

的幻象，使她感到温暖、快乐、幸福，在

朗读时语速应稍快，音调稍高，充满惊

奇和喜悦。当幻象消失时，小女孩又回

到孤苦伶仃、又冷又饿的现实中，这时

语速应稍慢，音调应稍低，感情是失望、

悲哀、痛苦的。教师正确、深入地理解

了作品，在朗读和听读中，师生就会与

小女孩一起快乐、一同悲哀。又如：“盼

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

了。”“盼望”一词反复出现，表达了作者

对春天的期盼之情，均应重读，“近”字

重读，突出春天临近大地时给人带来的

亲切感。

三、以读启悟，读通学透

阅 读 不 能 停 留 在 自 悟 上 ，要 积 极

引导学生咀嚼文字或动脑筋，养成揣

摩比较的习惯。自古以来便有“读书

百遍，其义自见”一说，“读”才能让学

生更好地领略文章意境，感知作者情

感。教学应该在“读”上下工夫，充分

发掘“读”的重要性。新课标指出，在

教育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并巩固读、

听、说、写等基本能力，进而培养学生

的综合应用能力。因此，在语文阅读

教学阶段，不能只停留在让学生掌握

文章大意之上，要对学生进行系统性

的 阅 读 指 导 ，让 学 生 掌 握 阅 读 技 巧 。

精读作为阅读教学的第二步，是让学

生 通 过 抓 住 关 键 词 句 来 了 解 文 章 内

容，并掌握正确的阅读技巧，从而提升

阅读效率。同时，教师要注重引导学

生了解文章结构，分析作者为什么安

排这样的情节，并将所要探求的问题

一一列举出来，这也正是分析、理解思

路的具体表现。由于课文的思想内容

是通过学生自读悟出来的，所以这只

是初步的感知文本而非揣摩。这时就

需要感悟文字内蕴，体会文字所表达

的情感。学生在“读”中悟，重在一个

“ 巧 ”字 ，也 可 以 说 成 是 适 时 的 引 导 。

毕竟学生的感知力有差异，教师要根

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加以指导和点

拨，让学生揣摩文本布局、品味佳句好

词，在领悟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的

同时感悟作者立意的独到之处。而教

师的点拨要以学生的领悟为基点。

四、熟读积累，厚积薄发

巴金曾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

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慢慢地体会到他

们的长处，也就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

子。”可见，熟读是储备语言材料，培养

语感，发展语言能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环节。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和“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强调的就是要多读、

熟读、多积累。为了丰富学生语言积

累，新课标明确规定小学阶段背诵优秀

诗文不少于 150 篇，古诗词 80 首，以此

把语言积累落到实处。教学中教师要

鼓励学生多读多背，扎扎实实地促进学

生语言文字的不断积累。如《桂林山

水》一课，文章词句优美，是学生进行语

言积累的好范例，就要给学生尽可能多

的时间和机会让他们默读、朗读，通过

多读让学生理解、品味、生情，达到熟

读，最后背诵下来。

总之，小学语文教学必须“以读为

本”，在朗读中强化理解，在理解的基础

上加强朗读。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的

朗读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从而获得良好

的学习效果，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作者单位：拉萨市林周县苏州小学）

浅析小学语文教学中“以读为本”的重要性
格桑德吉

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民居，一条

条宽阔的水泥路，村民身上有种满

足的感觉……这里绿树青山环抱，

山中薄雾萦绕，清澈的河水从村旁

流过，滋润着整个村庄，也滋润着人

们的日子。

这里就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点、门巴文化展示区、

特色生态旅游小城镇——麻麻门

巴民族乡。

麻麻门巴民族乡地处喜马拉

雅山脉南麓的勒布沟，海拔相对较

低，因此与雪域高原的很多地方迥

然不同，气候更加宜人，呈现出山

清水秀、树木繁茂的秀丽景色。作

为门巴族的聚居地之一，门巴族人

的文化在这里得以保留并原汁原

味地呈现。

门巴族的传统民居依山势而

建，以石头插砌到屋顶，石头间用

泥浆填缝。房屋大都是 3 层，上层

存放干草和秸秆，下层关养牲畜，

中间一层是居室，虽然结实耐用，

却并不太舒适。在美丽乡村建设

过程中，这种传统民居仍有遗存，

但大多数村民已搬进了更加现代

化的新房。

现在的麻麻门巴民族乡，村子

不大但道路平整，房舍规划有序，

小店铺、餐馆、学校、图书馆、民宿

应 有 尽 有 ，小 汽 车 在 村 中 随 处 可

见，电视、网络更是家家必备。

远山如黛、云雾蒸腾，错那县

麻麻门巴民族乡是个极易让人惊

艳的地方。虽然眼前是一排排充

满现代感的房屋，却仍给人“世外

桃源”的感觉，让人流连忘返。

山南市错那县麻麻门巴民族乡：

山清水秀滋润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让古村落留住乡愁绽放新颜
—我区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梅英

位于那曲市尼玛县文布乡的南村，

既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又有令人如痴如

醉的美景。去过南村的人，都会被它浓

厚的故乡感征服，它被视为农耕文明的

典型代表，是我区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的村落之一。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工作，像文布乡南村这样的传统

村落越来越多，古村落在保护中得到发

展，焕发出勃勃生机。

规划先行，强化顶层设计

传统村落一直是中华儿女寄托乡愁

的重要载体，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对我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带

来了一定的影响。只有从顶层设计，才

有可能保住传统村落。2012 年，我区从

做好传统村落的调查、建立名录制度、编

制保护发展规划、实施保护项目和加强

监 督 管 理 等 方 面 开 展 了 卓 有 成 效 的 工

作，在传承村落历史文化、保护特色传统

民居和村落方面奠定了基础。

从 2012 年开始，区住建厅牵头会同

文化、文物、财政等部门，在全区先后开

展了 5 次传统村落调查申报工作，摸清了

我区传统村落的底数，将有重要保护价

值的 60 余个村落向住建部等国家部委进

行申报。截至目前，西藏共有 35 个村落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有 23 个村落享

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共 6900万元。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诗画意境往往是人们对美丽乡村最深

的印记和向往。

我区借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启动的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设，林芝市

巴宜区鲁朗镇扎西岗村和拉萨市尼木县

吞巴乡吞达村建立了传统村落数字博物

馆，目前已开通上线，利用数字技术，记

录乡土风情，人文文化等。

我区累计投入财政预算资金 400 余

万元，用于编制传统村落发展与保护规

划和编写村落档案，为我区传统村落可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016 年，住建部等七部门印发《中国

传统村落警示和退出暂行规定（试行）》，

对因保护不力、造成村落文化遗产保护

价值严重损害的情形提出警告，实施警

示和退出制度。2019 年，住建部等部门

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国传统村落挂牌

保护工作的通知》，我区将全面启动中国

传统村落挂牌保护工作，各市地正在开

展相关工作，预计明年 3 月底前，全面完

成我区传统村落挂牌保护工作。

落实项目，乡村更宜居

西藏地域辽阔、传统文化资源丰厚，

传统村落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

边疆风情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在空间

分布上我区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在边境一

线、典型民族特色文化村落等，过去因保

护措施不到位，技术力量薄弱，存在人畜

混居、垃圾污水乱倒乱排、村庄内部交通

不便等人居环境较差现状，制约着村庄

未来的发展步伐，要在保护中实现更好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滞后。

我区住建部门通过整合各类资金，

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中积极开展人

居 环 境 整 治 项 目 ，提 升 群 众 居 住 宜 居

性。科学地保护和开发利用，探索创新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新路子，村庄基

础设施更加完善，遗迹遗址得到保护，农

耕文明得到持续传承。日喀则市谢通门

县通门乡坚白村传统村落，在充分利用

300 万元的中央补助资金的基础上，统筹

各类资金，集中发力，新建农村公共厕

所、广场，村民活动中心，实施村内道路、

完善硬化、绿化、亮化等附属设施，建设

垃圾收集点等，修缮历史遗迹遗址，广泛

宣 传 传 统 村 落 内 保 护 和 发 展 的 重 要 意

义，引导群众参与环境整治全过程，改变

了以往脏乱差的环境，解决了村民日常

生活需求。目前，坚白村住房改造项目

已全面完成，水电路讯网基础设施项目

已实现全覆盖，垃圾乱堆乱放、污水乱泼

乱倒等现象彻底改变，房前屋后干净整

洁有序，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环境，村民生

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挖掘内涵，助推乡村旅游

冬日暖阳下，阿里地区普兰县科迦

村，幢幢两层小楼鳞次栉比，村里水泥路

蜿蜒整洁，屋内花儿绽放，现代化家电一

应俱全，一派宜居的美好景象。该村于

2019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自 2002 年科迦村被列为自治区级小

康示范村以来，该村抓住此次难得的机

会，对整个村进行科学规划，通过安居工

程、陕西援藏投资等渠道，修建了 146 户

安居房，乡村道路得到了硬化，完成了亮

化、美化、绿化等工作，村容村貌得到极

大改善。

科迦村通过积极培育传统村落的文

化休闲旅游项目，如手工艺作坊、民俗表

演、乡土文化体验地等，吸引文化创意项

目入驻。在保护村落的同时，开展溪流、

林草、田园等生态环境和民族村寨文化

元素保护，点燃游客心中“最美的乡愁”。

如今，通过实施乡村建设，科迦村在

阿里地区境内率先走上生产发展、生活

宽裕、村容整洁、村貌美化的前沿，村庄

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在中尼边境线上树立了良好的窗

口形象，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巩固边防

安全默默奉献着。

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区传统村

落得到了科学的保护和发展，人居环境

更加宜居，群众生活日渐红火。同时，很

多村落还挖掘整理了村史、村志、乡规，

将保护文化遗产和传承优秀传统美德写

入村规民约，同时，兴建了传统文化活动

场所，教育、感染和熏陶村民群众，大力

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图为山南市错那县麻麻门巴民族乡一角。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日

前，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年

来，昌都市洛隆县硕督镇立足村情

实际，彰显文化特色，坚持以村庄

规划为引领，以人居环境整治为重

点，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切实将文

化 优 势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强

势，积极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落

地落实。

“硕督”，藏语意为“险岔口”，

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有着

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清军墓、硕督

古城墙、硕督宗遗址、硕督寺等历

史文化古迹，还有红色历史文化背

景、硕督狮子舞、民间传承手艺、产

业项目等人文地域特色。硕督镇

于 2017 年被批准为自治区历史文

化 名 镇 ，镇 政 府 所 在 地 硕 督 村 于

2014 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

洛隆县住建局结合洛隆县硕

督镇边疆明珠小镇规划，把传统村

落保护与边疆明珠小镇规划充分

结合，全面做好硕督镇以及硕督村

规划编制及保护工作。

目前，洛隆县硕督镇边疆明珠

小镇规划编制工作正在全面推进，

与此同时，硕督镇硕督村传统村落

保护工作也在有序开展。

据介绍，针对硕督镇硕督村历

史文化、红色遗址以及基础设施等

的维修、改造工作，建筑上体现了当

地少数民族建筑风格。严格按照保

持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

性的基本要求，挖掘乡镇、村庄的人

文、生态特色内涵，以村为单位做好

规划，打造“一村一景、一村一品”，

加大传统村落安全防灾保障项目建

设力度，修复古路、古桥、古墙、古

井、古树等历史环境要素，整治重要

文化遗产周边、公共空间、坑塘河道

等公共环境，加强对规划文物的修

缮与陈列展示，力争构建一幅传统

村落历史文化风情长卷。

昌都市洛隆县硕督镇

落实落地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近年来，我区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使传统村落在保护中得到发展，焕发

出勃勃生机，变得更加美丽宜居。

图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赤康村传统村落。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传统村落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