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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文课上，让小学六年
级学生把自己最爱的五位亲

人一一划去，让孩子们体会生
离死别的痛苦，这节特殊的作
文课的主讲人是杭州拱宸桥
小学特级教师王菘舟。昨天，
记者连线了王老师，他说，这
节课其实就是小学新课改里
的核心理念：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体现。
对于向小学生提出生死

的沉重话题是否合适，他表
示，这在上课前早有考虑，所
以才会选择六年级这样的高
年级学生来开课。他们也到了
进行生命意识、生命精神教育

的时候了。
王老师说，这节课的素材

来源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他

看后觉得是很好的课程资源，
因此将其转化成了作文课的

内容，进行重新设计。这节课
在台州、杭州等地的小学都讲
过，当时的效果和在南京一
样，对孩子们震撼很大，让他
们更珍惜身边的亲人。

这次课让孩子们真情流

露，进而写出动人的文章。王
老师说，孩子们怕写作文，因
为他们以前的情感被忽略
了，缺乏写作的动力。小学高
年级学生的自我意识萌发，
对社会认知与成人接近，有
一定的承受能力，所以才考

虑在这样的年级来开这样的
课。他认为对低年级学生来
说，这个话题太沉重，处理不
好会留下阴影。

这样的课也不是谁都可
以上的，最核心的是语文教师

要有生命意识，自己要有底
气，要求跟孩子们能感同身
受，能够投入课堂。

回到这堂课上，如果处理
不好，不能把握节奏，让孩子
们从体验中脱身而出也是失
败的。不能表面化地把这节课

的目标当作亲情教育，更要让
孩子们反思到自己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情感起伏。

在这节课的最后，老师

适时地点醒孩子们，让他们
回到现实，知道自己的亲人
其实都活在自己身边，应该
珍惜。恰当地把学生的情感
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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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上课时，南京拉
萨路小学校长周荣华正在

现场。她认为这节课是有点
残忍，但是这是一种生命教
育，最终让学生体会了生命
的珍贵，感受到爱。

周校长说，相信这堂让

孩子们流泪的课，他们一辈
子都不会忘记。她认为这也
是一种挫折教育，“失去亲
人”的刻骨铭心的教育。对

现在的孩子来说这种教育是
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出发的。
六年级的孩子应该经历这
些，而现实是，孩子们被捧在
手里，什么也不能碰、什么也
不能讲。如果多一点这种教

育，他们的承受力更强。所以
说，正面、快乐的教育和有点
“残忍”的教育都是必需的。

周校长曾多次听过王

老师的课，她说，王老师教
作文的方法有很多种，有些
就是充满了激情和爱的，而
这一次的教学方法有所变
化，同样很好。她说，在南京
的小学课堂上也有类似的
挫折教育的方式，只不过程

度没有这么深。
另一位老师说，当时在

课上大家的反应相当一致，
老师们一开始觉得对孩子
有点“残忍”，但王老师把

握分寸比较好，对孩子们无
论是在作文上还是在他们
的情感上都有较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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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放电影一般，那
些永不磨灭的情景开始在

每个孩子脑海中闪过。内
心充满了各种从未有过的
感觉：“寂寞的心灵”“生
不如死”“一生煎熬的开
始”“只有沙漠，没有绿
洲”……

接下来的 10分钟，一

篇篇充满真情的作文一蹴
而就。王老师请几位同学朗

读自己的作文，孩子们又一
次被自己或者别人的亲情
故事所打动。
“最爱的人不是仍在

我们身边吗？”丁怡转念一
想，竟忍不住破涕而笑。

下课前，王老师这样

说：“这是一次关于亲情的
测试，每个人都是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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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2岁的男孩张亦谈

起那堂课，他说那堂残忍的
作文课倒不如说是对现状
的一种审视。

这个思想老成的少年，
在那堂难忘的作文课上的
“五个最爱的人” 的名单
中，最先写下了自己的名

字。“人要自爱，只有学会
爱自己，才会懂得如何爱别
人。”老到的口气，远远超
出了他的年龄。在自己的名
字后面，他郑重地接着写下
了这几个名字：“父亲、母
亲、老师××、同学××”。
“拿起笔，在这 5个人

之中，划去一个，想像他永

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老
师的一个指令后，张亦想了
想，提笔划去了自己。“我
很爱我自己，但一个人若只
是为自己活着，那是卑微

的。”张亦这样解释。在他
看来，仅仅为自己活着，是
件让人瞧不起的事。“我有
过挣扎，还是划去了自己。

他们比我更重要。”
老师的第二个指令和

第三个指令后，张亦感觉到
了心底从未有过的剧烈疼
痛。他抿着嘴，慢慢地划去
了自己的爸爸，接着是妈

妈。抉择中，眼泪开始模糊
了双眼。
“很痛苦，但别无选

择。”这样的选择，张亦沉
默着不肯解释原因。“那一
刻，我觉得自己心里凉透
了。很无助……”三个艰难

的抉择后，这个思想老成的
男孩，终于像个孩子一样，
忍不住掩面哭泣了起来。
“他们对我说过的话，做过
的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
幕闪过。我恨自己之前的决
定。”事隔多天后再次回想

起那一幕，张亦的眼里仍然
有东西在闪亮。
“你划去他们是因为

不够爱他们吗？”记者问。
“我爱他们胜过爱自

己。”张亦说。“或许我和父
亲母亲聚在一起的时间太

少，我和老师和同学反而更
亲密。”他继而又补充：“我
不知道，是当时一瞬间的感
觉。或许，家庭对我不是那
么重要。”

张亦始终没有说明白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早早

地把父母划去。但孤独以
及对亲情的渴求却早早地
显现在他的脸上。“他们要
忙工作，我要上学。我们一
天只见仅仅几小时。有时，
他们对我提的事有点心不
在焉……”

那堂奇特的作文课，张
亦当晚就把自己的抉择告

诉了父母。“可能忙着看电
视，他们当时没说什么。”
张亦淡淡地说，似乎有一点
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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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上提优班的六

年级学生还没有放学，刘春
亚捧着报纸站在门口等女
儿。谈及女儿之前上过的那
堂课，她觉得意义深远。
“这堂作文课，提醒我怎么
做个合格的母亲。”

作文课上的情景，刘春

亚是从爱人那里听来的。得
知女儿把“爸爸”留在了最
重要的位置，可自己却榜上
无名的那会儿，刘春亚觉得
委屈极了。“我把她生下来
那么不容易，她要什么我就
给什么，可她却只记得爸爸

的好，没有我的份。”
偷看了女儿的作文底

稿后，刘春亚把这种委屈化
作了内疚。“女儿说自己很
孤单。妈妈整天不在家，整
天都在忙公司的事情。放学
不来接，连家长会都不来
开，连老师都一度误认为她

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她觉得
我根本不爱她。”这篇作文
让她觉得从未有过的羞愧。

之后，刘春亚没有为这
堂作文课和女儿正式谈过，
但她打破了让爱人单独接

女儿放学的惯例。“我想一
点点改变，哪怕只是开始试
着来接她放学。我想让她知
道，妈妈最爱她，妈妈不再
让她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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