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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手心里的光》系统地介绍了进入"涂鸦"敏感期（2岁左右到小学三年级）这一段童年宝贵时光中
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及"读写绘"在每个阶段的操作策略。
　　新教育实验认为：童年不是一个静止的房问，它是一段由浪漫到精确，由粉红到天蓝的彩色阶梯
。
二年级和四年级，不是相近的两个教室，而是隔了几重天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因此，每一年的阅读，应该符合它们各自的不同特点的。
这一观点在新教育全国数千个教室开展的“低段读写绘”的实验中得到了印证，其中发生了许多感人
的故事，有效地改善了师生、家校关系，改变了孩子的生命、学习状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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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为什么是“读写绘”·第一节 新教育儿童课程的三个命题·第二节 为什么是“读写绘”一、
童年是一段由浪漫到精确，从粉红到天蓝的彩色阶梯二、绘本、故事、儿歌童谣：生命在特定阶段的
最佳营养三、写绘：生命在特定阶段的完整讲述四、读写绘项目重要原则：切忌临摹，不强调技法五
、如何评价写绘作品六、基本操作流程·第三节 “读写绘”的结束及“读写绘”之后第二章 如何进
行“读写绘”·第一节 3岁至6岁孩子的“读写绘”一、3岁前孩子的语言发展及涂鸦特点二、3岁孩子
的语言发展及涂鸦特点三、4岁孩子的语言发展及涂鸦特点四、5、6岁孩子的语言发展及涂鸦特点·第
二节 一年级的“读写绘”一、儿歌童谣二、绘本三、童话故事·第三节 二年级的“读写绘”一、儿
童诗二、绘本·第四节 二年级下学期之后第三章 实验班级学生写绘作品、故事我们不一样，我们都
很棒——一次写绘作业完成的影像观察记录飞翔吧，彩色的白鹭——一个一年级女孩开学两个月的写
绘作品分析给他（她）一张白纸，一枝画笔就够了——两个孩子历时一年的“读写绘”故事从平原到
大山——漂流在河南和湖南两个毛虫“读写绘”班级的共读故事第四章 关于实验项目的一些细节及建
议·第一节 如何加盟新教育实验儿童课程项目·第二节 如何做好实验记录·第三节 关于家校沟通附
录：关于“读写绘”的理论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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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为什么是“读写绘”第一节 新教育儿童课程的三个命题人的生命是一个故事。
每个人都是他故事中的第一主角，所有他经历过的，包括他所读故事中的伟大人物都只是这个故事中
的配角。
这故事不只用一种语言写成。
事实上，从一颗小小的心脏跳动到他的肉体消逝，只有思想与精神仍然通过亲人的记忆和文字（去传
播每个生命的故事，都有许多种语言每种语言之间），都有着不同的词汇。
最初，这个主角的语言是哭泣和微笑，是“呀呀”的叫唤。
然后，他用手舞动着，用脚爬行着，他用整个身体诉说着他能够表达的。
再然后，如果有幸，他抓住了一种叫做笔，或者更有幸，是一种叫做蜡笔的神奇之物，他将开始一种
叫做“涂鸦”的快乐游戏。
与此同时，他“呀呀”的喊叫已经被刻入了一些人类社会的词汇——“妈妈”、“爸爸”、“尿尿”
、“我要吃”⋯⋯与此同时，他开始用布偶，用一切可以象征的物品，重复他看到过的故事。
再接下去，他就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他开始用画笔加上自己的话语，甚至配上几个他刚刚开始
认得的词语，来重复他所看到的、读到的、想到的。
如果你要求他用文字表达，以为只有文字才是成熟的高级表达，那么你真是不明白生命的神奇。
如果你只欣赏他绚丽的画面，以为这只是一个美学的画面营构，那么你真是不明白生命的丰富。
只有你欣赏着他的一切涂鸦，一切色彩与线条而不要求他以达芬奇或者李可染的方法，只有你真诚地
向他询问这画面背后的完整故事（请记住，是故事，不是画画），只有你确实是偶尔建议一种他可能
接受的创意⋯⋯你才能够真正领会到生命的丰富与神奇，领会到眼前这个孩子身上被生命所赋予的神
秘。
如果他有幸这样成长，伴随着经典的童话故事——格林的、安徒生的、中国民间的，伴随着朗朗上口
的童谣和儿歌，度过这样大约三年的美好时光。
那么在他进入下一种语言阶段的时候，进入一生中不同阶段的时候，就会保持着一种源目生命的丰富
性。
再然后，就是文字与更为精确的口语了。
先是故事性的，慢慢地成了描述性与抒发性的，再然后是议论性的。
而他的议论、他对事物的看法，其实总是他小时候读过的某本书，听过的某个故事，是他所喜爱的、
景仰的某个人物的观点。
所以，虽然语言方式不一样了，但是生命总是一个整体，它在慢慢地扩展、延伸。
不同的生命就是不同的词汇，就是一种他所经历过的不同词汇的复杂的编织物：道家的自然和逍遥、
儒家的担当与坚毅、基督徒的虔诚与敬畏、佛家的清净与慈悲，还有安徒生《丑小鸭》中的梦想、李
白诗歌中的奔放、李清照宋词中的婉约与清丽。
他在童年偶然地获得了这些词汇，并且选择了其中的某一些（请记住，他的选择总是取决于他前面已
经选择的），而它们就成了他一生的词语、一生的思想与精神。
再然后，他也许用种植的方式、用制造器物的方式、用谋划事件的方式、用诗歌与艺术的方式体现着
这些思想和精神，把它化为活生生的属于自己的创造品。
一垄青郁的庄稼，一个完美的物品，一件美妙的事情，一首诗，一个传奇。
最后，如果他有幸，他会进入最后的诗歌与哲学阶段，在“道可道非常道”的永恒中获得最后的语言
与词汇。
这是不朽的语言。
这神奇的故事就是一生的教育和自我教育。
新教育认为，它总是遵循着三个最基本的命题：命题一：教育不能逾越儿童的身心发展。
儿童的身心发展（生物性）是一条教育必须遵守的铁律，任何一厢情愿地想要逾越这条底线的教育，
都是对儿童身心的摧残。
无论它打着“神童”、“读经”、“未来公民”或者其他什么冠冕堂皇的名号，其教育实质都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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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本质的损害。
命题二：任何教育都是对生命的刻写。
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同一文化中不同故事的讲述，不同的书籍与课程，不同人格的教育者与孩
子的接触都是对儿童生命的一种不可重复、不可涂改的刻写。
虽然教育的结果总是儿童心灵，既有经验与某种刻写的交互作用，不是某种刻写的单纯后果。
但是，最终生命仍然是一个持久的多重刻写的烙痕。
教育纵然可以被看成是对生命的唤醒，但在生命内部，除了对光明的渴望并没有任何既定的知识。
所以，教育的刻写是一项伟大而危险的、不可不慎的事务，刻写入庸俗还是高尚，刻写入悲悯还是自
大，刻写入刚健还是卑微⋯⋯这一切，都取决于生命的早期——童年的教育。
命题三：任何良好的教育，都是命题一和命题二的平衡。
命题一是全人类的教育都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命题二在于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
良好的教育就是在遵守规律与积极刻写的双重要求中寻求一种艺术的平衡。
新教育儿童阶梯阅读，“阶梯”这两个字就是对命题一的认识。
而在每个阶段读物的选择上，仍然坚定不移地遵守着命题二的原则，强调经典性、文化性以及必要的
中国性、汉语汉字性。
从毛虫到蝴蝶，这个漫长的蜕变，是一条成长的规律。
但是，成为蝴蝶的这一只蝴蝶，却是特定文化中的蝴蝶，它有着我们既定的含义。
本书后附儿童生命要素发展表。
第二节 为什么是“读写绘”根据儿童生命的需要，自2002年开始，新教育实验就开始关注儿童的阅读
问题。
有哪些优秀读物可以提供给孩子们？
这些书籍是否通过广泛地筛选？
是最优秀与最适宜的吗？
对一个具体的儿童来说（实际上，永远不存在抽象的儿童，一个小学生，永远有他特定的年龄、性格
、性别、经验、兴趣与独特的智能），他能够读什么书？
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他应该读什么书，该怎么开始阅读活动？
为了解决以上种种问题，新教育实验自2006年起开发了“毛虫与蝴蝶——新教育儿童阶梯阅读研究”
项目。
该项目研究认为：童年不是一个静止的房间，它是一段由浪漫到精确，由粉红到天蓝的彩色阶梯。
二年级和四年级不是相近的两个教室，而是隔了几重天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因此，每一年的阅读应该符合它们各自的不同特点。
根据研究结果“毛虫与蝴蝶”项目在低年级（二年级至三年级）倡导“读写绘”结合，用阅读图画书
、讲故事，用图画表达与创造相整合的办法，来让低幼儿童的学习力与创造力得到自由发挥。
实验在中年级（三年级至四年级）开始并逐步从绘画中淡出，进而加大中年级文字阅读；结合讲故事
，提高他们对整本书的主题探讨的强度；并开始让他们进行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记的阅读。
在高年级，则主张共读方面以主题探讨为主，加大高年级学生自由阅读的量，同时给他们增加自然科
学方面的阅读，将他们的阅读与儿童文学创作相结合。
低龄段“读写绘”项目是专为4岁至9岁儿童开发的课程，它将阅读、情感、思维、表达整合为一体。
目前主要在小学一二年级进行实验。
自2006年到现在三年多来，低龄段“读写绘”实验已经在全国各地数千个教室里得到了印证，发生了
许多感人的故事，有效地改善了师生关系、家校关系，改变了孩子的学习状态。
实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童年是一段由浪漫到精确，从粉红到天蓝的彩色阶梯教育哲学家怀特海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即人
认识事物的规律与学习的规律都是：浪漫（整体）一精确（部分）一综合（整体的精确、精确的整体
）。
怀特海特别指出：“如果没有前面的浪漫阶段，那么精确阶段是无结果的。
如果对事实的一般规律缺乏模糊的理解，前面的分析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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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过是一系列关于单纯事实的无意义的陈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没有任何更多的意义。
”而最后的综合运用阶段不是简单的综合，是进行了精确（部分）的认识之后又重返浪漫（整体），
是承认事物相区分又相关联的辨证统一的综合。
也就是说，整体的精确，精确的整体，而不是分割的精确，这才是最后的成功。
新教育实验认为，人的生命阶段，也是由浪漫期再到精确期到综合期。
一般而言，儿童在整个小学阶段乃至初中初期都是浪漫期，然后从小学开始进入到精确期，一直到初
中、高中和大学。
但是在大学开始就应该整合了，因为人只要参加工作了，部分的精确就没用了，因为工作就是要综合
你一切的经验来对待事物。
比如，面对孩子教育的时候，我们不是纯粹用心理学或者其他什么理论或经验来解决，一定是调用我
们的全部智能和经验来检验你眼前的一个小问题。
所以，工作必须用整体的东西来解决。
因为问题都是整合的，世界上的问题都不是部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
因此简单的精确不行，一定要是综合。
但是我们教育的问题是没有前面的浪漫，没有最后的综合，只有零零碎碎的中间的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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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手心里的光》是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童年不是一个静止的房间，它是一段由浪漫到精确，由粉红到天蓝的彩色阶梯。
为什么是“读写绘”，童年是一段由浪漫到精确，由粉红到天蓝的彩色阶梯。
绘本、故事、儿歌童谣；生命在特定阶段的最佳营养写绘，生命在特定阶段的完整讲述，读写绘项目
重要原则，切忌临摹，不强调技法。
如何评价写绘作品，如何进行“读写绘”，3岁到6岁孩子的“读写绘”一年级的读写绘，二年级的“
写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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