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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草房子》

曹文轩是一名深受儿童喜爱的当代作家。
他的这部经典长篇小说《草房子》自1997年面
世之后，畅销不衰。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油麻地，描写了主人公
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的六年小学生活。六年中，
桑桑目睹和经历了一连串看似寻常又催人泪
下、感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间纯洁的友情，
不幸少年与厄运抗争的执着，垂暮老人在生命
最后一瞬间闪耀的人格光彩……这些，都将深
深刻在桑桑那颗柔软的心上。

“现在，纸月又突然离去了。他不知道是不
是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一串串轻松与沉重、欢乐
与苦涩、希望与失落相伴的遭遇中长大的。”
也许，我们谁也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你还记得
儿时最好的玩伴吗？

第二名：四大名著

《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
义》，作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经过了这么
多年的岁月洗礼，还如此经久不衰，可见四大名
著的魅力指数。

在《红楼梦》里，感受宝黛之间拨人心弦，千
滋百味的爱情。品《三国演义》，了解三国历史
和故事，学习各路英雄的壮志豪情。走进《水浒
传》，和梁山好汉近距离接触，感受“为兄弟两肋
插刀”的情义。读《西游记》，跟随唐僧师徒四
人，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

很多人说，在每个年纪读这些著作，每一次
都有不同的感受。你读过哪一本呢？你还记得
最初读它的感受吗？

第三名：《萤窗小语》

“人不就这么一辈子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的一辈子，春发，夏荣，秋收，冬藏，看来像是一
年四季般短暂的一辈子……”“当你思想一杂
乱，心情一紧张，感性就会变得迟饨，如果能达
到气静神凝的境地，就能见平日所不能见，听平
日所不能听，感平日所不能感。”这些蕴含智慧
和哲理的小语都来自刘墉《萤窗小语》。在这部
作品里，没有唯一的主人公，情节都取自平凡人
的简单真实的生活。但是经过刘墉的细致刻
画，这些普通得犹如海边沙粒一样的故事，读来
却使人觉醒，令人感动。

在夏日炎炎的午后，捧一杯清茶，读起这本
书，定会让身体和心灵都放松下来。

第四名：《夏洛的网》

美国作家E�B�怀特的这本《夏洛的网》已
经六十多岁了，但是经典永不老，它常年都排在
儿童类畅销书的榜单上。

一只叫威尔伯的小猪和一只叫夏洛的蜘蛛
是很好的朋友，当威尔伯知道所有的猪都逃不
过被做成“熏肉火腿”的命运后，他变得焦急不
安。夏洛知道这件事后，决心拯救它的朋友。
然而，故事的最后，威尔伯得救了，夏洛的生命
却走到了尽头……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
了不起的事。我为你结网，因为喜欢你。再说，
生命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
子，死去。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
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
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

义的事。”夏洛说的这句话，你赞同吗？

第五名：《梁家河》
“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

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习近
平总书记的这句话印在《梁家河》的封面上。

今年5月2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
实文学《梁家河》在全国发行。这是一本记录习
近平总书记知青岁月的书籍，故事娓娓道来，讲
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村插队时的工作和
生活细节，记录了他七年知青岁月的深刻体悟，
展现了几十年来梁家河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梁家河》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版《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是一本给年轻人必读的励志读本。”
通过这本书，你还能更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感基础。

第六名：《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这是一本很神奇的书。从2004年至2008
年，作者高铭通过各种渠道，利用闲暇时间探访
精神病院、公安部等机构，与一百多名生活在另
一个角落的人群（精神病患者、心理障碍者等）
近距离接触，于2010年2月出版了国内第一本
精神病人访谈手记——《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我想起了N个精神病医师告诉我的：千
万千万千万别太在意精神病人说的话、别深想
他们告诉你的世界观，否则你迟早会疯的。思
维真的是限制我们的一堵墙吗？世界到底有多
大？在墙的另一边……”

另外，《孕产胎教育儿百科》、《诱惑川菜一
本全》等也在五月份畅销书前十的排名里榜上
有名。
□向科 本报记者 姚丹 见习记者 钟泽廷

六月正是读书天
看看达城人喜欢读哪些书？

不知不觉来到了六月的尾巴，暑假
来临，炎炎夏日，游山玩水耐不住烈日
炙烤，一不小心还会晒成“黑炭”。何不
待在家里，捧个冰镇西瓜看本好书？曾
国藩有言：“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
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都说我
们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到达。
读书的意义，不言而喻。

下面，我们根据达州新华文轩书店
五月的销售情况，看看咱们达城好学之
人都在看一些什么书。

达川区华英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办
学条件毫无优势可言，被周边公办的小学和
初中完全包围，而且还受活动场地小的限
制，饱受家长诟病。面临生源质量差、学生
难题多、办学难的“瓶颈”，学校坚持向管理
要效益，向教学要质量，注重内涵式发展，强
化“内核”提升，通过几年努力，打造了一所
与众不同、具有一定品质特色的学校。

家校共育的“1+7”模式
细心的周老师无意间发现，班上一位女

生手腕上被划了三道伤痕。她立即联系学生
在外务工的母亲，后来才知道这女生是想通
过自虐的方式让离婚的父母合婚。周老师就
每天找其谈心，帮她打开心结；学校中层干部
得知后，主动认领“干女儿”，终于让这位女生
消除了心理障碍，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开朗
……像这种家校共育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也
得益于学校建立的家校共育机制。

负责学校政教和德育管理工作的马老师

向我们吐露心声，华英学校招收进来的大多
数是有“缺点”的学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已见惯不惊了，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
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
人这样一个极其细微的任务。为此，学校探
索建立了“1+7”家校共育机制。“1”，即坚持
一个总目标“不放弃每一位学生”。“7”，即一
是发挥手机网络的便利作用，建立家校联系
QQ群、微信群，拉近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距
离；二是对管理难度大或新任班主任的班级，
设立副班主任，并每月召开一次家长会，主动
征询家长意见和建议，赢得家长的信任；三是
每次考试，主动邀请学生家长或家长委员会
成员监考和监督阅卷，赢得家长的充分认可；
四是要求每个班级建立家校联系册，对问题
学生、后进生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和家访，纳入
班主任量化考核；五是每月召开一次家校联
系总结会，相互交流家校联系工作经验；六是
每期开展一次汇报展示活动，如学生书画作
品展、才艺展示、文艺演出、学生成绩汇报等，
消除家长隔阂，传递学校诚信办学的讯息；七

是定期开展一次户外亲子活动，构建和谐的
育人环境，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正因为这些
细致入微的家校沟通模式，才让家长们最终
相信华英。”

不走寻常路的教育实践
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只能收到普通生的

学校会出现一个全区顶呱呱的超级学霸；没
有多少人会相信，看似“死读书”的学生3年
后高考会考出多个600分；没有多少人会相
信，这里会走出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决赛的
竞赛骄子。这一切，归功于学校立足实际、贴
近需求、开拓创新的教育思路。

“2+N”模式是华英小学部推行的培优辅
差模式。负责小学教务的周老师向我们介
绍，华英的学生极为普通，而且大多是务工子
女，父母关心孩子的时间更少，每天下午上两
节课放学，家长都还没回家。针对这种情况，
学校要求每天下午两节课后，语数老师按照

“天天清”的要求，免费为学生辅导。完成当
天作业后，学生可以练习书法、学习手工制

作、阅读课外书籍等。由于中途转学生多，学
生成绩参差不齐，小学部利用寒暑假和周末，
集体自编教案和习题设计，往往一堂课下来，
有的学生只要求做A类题，有的学生A、B、C
三类题全做，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
求。

在华英初中部，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成
都名校的老师优秀但要会做成都名校的试
题。这些老师都有一股不服输的“钻劲”，自
身专业知识不足，但相信勤能补拙。办公桌
上，成都名校的教辅摆了厚厚一叠，没有课的
时候就开始刷题学习。面对学生，他们并不
否认学生的智力因素，但更相信非智力因素
对学生的积极影响。一方面，从初一起着力
强化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培育；另一
方面，注重激发学生的情感和学习动机，强化
学生的兴趣和意志锻炼。

很多人怀疑华英学生走出去会“后劲”乏
力，冲劲不足，但一个个鲜活的实例足以证
明，华英的“时间+汗水”是笨鸟先飞，与所谓
的死读书、读死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破茧成蝶高飞时
——华英学校“夹缝中生存”的发展秘诀

□刘礼全 马文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