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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之乡，有位很忙很忙的“高老师”
——— 济南市长清区退休老干部高常忠的“教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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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东鲁学校坚持问题即课题的工作
思路，依托聊城市教科研课题《小学阅读与
习作序列化的实践研究》，聚焦课程目标，
落实课程性质和课程理念，在过程中开展
学业质量评价，参考借鉴成熟的教育教学
经验，坚持实用、有效的教学原则，扎实开
展各项教学教研工作。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
提出六种学习任务群，“共同指向学生的核
心素养发展，具有情境性、实践性、综合
性”，其中，3个发展型学习任务群，同时提
到阅读和表达(交流)，外加“整本书阅读”，
可见阅读与表达在课程标准中重要地位。

“鉴于此，学校语文教研室根据学段、年级、
单元内容等因素，制定相应教学策略，落实
教学任务，稳步推进语文学科教学。”教研
室负责人如是说。

以“境”为媒，扎实做好阅读与表达的
“出入境”管理。这里的“境”指由语言文字
所描述和营造的能够作用于读者的所有
因素之和。阅读与表达，输入与输出，“入
境”与“出境”相互映照，阅读是根本，表
达为提升，二者相得益彰。学校采用“低
台阶、小步幅”的落实方式，过程中紧紧
抓住学生个体，结合课标对学段和年级的
要求，从阅读和表达两个层面同时推进，积
极为师生搭建展示平台，多角度、全方位、
分层次调动师生阅读与表达的积极性，在

读写实际操作过程中螺旋提升全体师生的
语文学科素养。

阅读，借鉴“3211”结构化写作模型，
让大家带着写作工具阅读，以最小行动
策略将读书导向用书，具体内容包括：最
受感触的话(3句)、我的思考(2点)、我的
问题(1个)、我的行动(1个)(褚清源《把
课改作为方法》)。学校语文教研室召开
动员会，明确阅读任务，采用合适方法，
提高阅读效率和学习质量。全体教师积
极参与，为学生素养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贾相洪表示，读
书、悟理、践行、提升是打造书香校园和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正确道路，读写联
动，形成闭环，提高的教师自身，受益的

是全体学生。
“夯实读、落实写，读写衔接，减轻了

教师工作量，提升了学生学习力。”学校
业务负责人介绍，“表达，以单元阅读要
素为指引，以实用为原则，即本单元习作
训练什么，就让学生在课下阅读什么，积
累什么，有针对性地进行输入积累，做到学
以致用。”

学校多次召开读写结合研讨会，在
继承中创新，做到实践与研究同步，调整
与完善并行。学校多次邀请县教学研究
室相关人员和省市县名师到校指导，集
合众长，提炼提升，基于学情、校情，建立
读写衔接的教学体系，切实提高学生的
语文核心素养。

向“读写衔接”更深处漫溯
——— 莘县东鲁学校读写衔接教学工作侧记

刘健 任畅 董从哲 报道

“很忙”的“高老师”，果然
闲不住

记者联系采访这位人称很忙很忙的
“高老师”时，他正在长清区文化馆内“值
班”--这里，是长清这个书画之乡书画爱
好者们的活跃之地，也需要相应的书画老
师给予点拨指导，“高老师”的老年大学课
堂放暑假了，于是应邀来这里值班。

值班室是一间大房子，这里连空调也
没有，一台风扇旁边，高常忠等长清本地的
书法名人正坐而论道，交流正欢。

今年70岁，清瘦平和的高常忠语言清
晰，条理分明，做事认真。他退休前任职
于济南市长清区人大常委会，由于痴爱
书法创作，退休后，自己临池不辍，还当
起了为众多书法爱好者指点迷津的“老
师”。在家里，微信上是他的课堂；在老年
大学，高老师每周的书法课，成为老年大
学最受欢迎的课程；在空闲时间，他的工作
室也是他接待书法爱好者的“讲课”教
室……

“我太忙了，几乎没有时间干别的。很
遗憾，一些朋友通过微信群请教的问题，不
能及时给予答复，太忙了。”

记者深有感触，在接受采访的短时间
里，一些学习书画的市民，也在通过微信请

“高老师”看看自己的书法有什么需要改进
的，存在什么问题。

“不光是长清本地的书画爱好者，还
有外地的，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的朋友和
老乡，好几个书画院、书法班，大约十多
个群，要说具体有多少人在咨询我，粗略
算起来，大约指点着上千人吧。”“就是眼
花了，通过学员的微信图片，不大容易给
大家指点啥的，有时候时间上、精力上也
顾不了太多。还是精力不够。我就跟学员
们说，我不见得立即回复你们，但是我尽
量都抽空回复。”

正在值班室交流书画创作的曹老师告
诉记者，除了老年大学任课，高老师自己收
徒，指导过小学生的书法课，他还热衷于书
画界的展览和交流，为书法后进青年提高
书法艺术不遗余力。“就在前几天，气温那
么高，高老师参与组织书画展，专门在一些
书画群里发通知，让大家务必去展览馆学
习观摩。他在那天冒着高温，戴着耳麦，亲
自为学员和市民讲解参展书画的长处和得
失，很认真负责。”

长清区老年大学校长公宪军对高常忠

的书法和人品十分推崇。“高老师在我们老
年大学上的课十分受欢迎，一周在这里上
课四个班，两个整天，没有名家架子，很辛
苦。”

在“高老师”位于清河街的工作室里，
到处堆放着书法作品。“有时候，这里也是
我带徒弟上课的地方，更是接待书画界朋
友的一方天地。要参加济南市国庆书画展
的老杨刚刚从这里离开。他带着自己的几
幅作品，上门来让我给看看，从用笔用纸用
墨到字体结构，我都跟他分享了我的观点。
他听了，就有信心写好，参赛了。”

书法有家传，“高老师”曾
用树枝写字

“高老师”是怎么走上书法这条路的
呢？高常忠告诉记者，他爷爷是村里少有的
上过私塾识文断字的人，他经常给村民写
字。自己的父亲也喜欢书法，这让他从小就
养成了练习毛笔字的好习惯。

“那时候，家里也不富裕，没有那么多
纸笔，我就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着写字。后来
条件好了，有了纸和笔，半个村里的村民过
年的春联，都是我写的。那时候，我的字就
在村里有了名气。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都
到年三十了，一直在忙着给村民写春联，自

己家的都还没有贴呢。天快黑了，村民终于
都满意地带着春联回家过除夕了，我才挑
着马灯，把自家的春联贴上。再晚点就过年
啦！”

“高老师”给村民写春联都不收钱，有
时候就连春联纸，也是他自己买的。

“自己的书法写成春联挂在村民家门
口，自豪感和信心都有了，这也是促使我走
上书法道路的一个因素。”他说。

高常忠说，2014年退休后，每天必然拿
出两三个小时写字。“除了外出旅游等情
况，每天如此，临池不辍。一天不写，心里就
觉得不充实。写字，是每天必须干的事。”

对书法的热爱，日久天长的不辍习练，
让高常忠老师的书法日益精进，也让他的
名声渐起，尤其是他的楷书，更是享誉一
方。其作品多次入选国家及省市书法大展
并获奖，入编《首届“羲之奖”全国书法篆刻
作品集》《中华纵横》《当代山东书法家辞
典》等，并多次在《中国书画报》《大众日报》
发表。亦有作品被泰国、日韩及港澳台友人
和山东“王羲之故居”收藏。他现为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
国榜书研究会理事，中国硬笔协书法协会
会员，济南市长清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济
南南湖玉露书画院副院长，齐长城福源书
画院副院长。

退休老干部“高老师”的名
利观

记者在采访中请教高常忠老师，认为
自己的书法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没有想
到，他和记者采访的很多书画名家拿出一
摞摞证书、证件来证明自己不同，十分谦
虚，“我就是一个写毛笔书法的人。我知道，
好多同道花钱去弄一些证书或者名堂，我
觉得很没有必要。功到自然成。至于什么家
什么师，需要别人来定，别人来称呼，不是
自己称呼自己什么家就是什么家的。”

淡泊名利，也让高老师也拿出了很多
时间参加公益活动，不断反哺社会、献爱
心。二十多年如一日，他向(县)区直机关、
乡镇街道老干部，向敬老院、养老院老人赠
送“寿”字、“福“字1200余幅。并积极参加每
年的春节、重阳节走进军营、警营、学校、社
区、企业、村队为老干部老警察老教师老居
民，以及干部群众送福写春联等活动，深受
大家的欢迎。

2015年下半年，他积极报名成为济南
市“文艺支教志愿者”，在长清区五峰山街
道宋村中心小学，担任四、五、六三个年级
的书法教师。教学中，从中国文字的起源到
各种书体的演变发展过程，从楷书的基本
笔画、偏旁部首开始认真备课和书写示范。
在教学上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把
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将那些晦涩难懂的
象形文字声情并茂地讲成小故事，引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孩子们的记忆，使教学
活动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学期结束时，
学校专门举办了书法教学成果展，得到了
教育局、学校、学生的认可和好评，并获得
了中国文联颁发的荣誉证书。

从2017年下半年起，他积极响应区委
老干部局的号召，在区老年大学创办了书
法班，面向业余书法爱好者，让他们接受到
正规传统的书法教育。经过他几年来孜孜
不倦的努力，书法班在社会上知名度越来
越高，每当报名季，很多中老年酷爱书法的
人，都慕名而来，踊跃报名。他带的班也由
一个发展到现在的四个班，学员从仅有十
几个人，达到现在的近百人。每学年结束
前，学校都举行书法学习成果展示。2019年
下半年，举办了“庆祝国庆70周年书法展”，
报纸专版刊登了他学员的作品。2020年春
节前夕，老年大学组织部分学员到文昌街
道潘庄、西周村为村民写福字送春联活动，
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情赞扬。

采访最后，高常忠用一句话总结自己
的退休生活，“忙碌充实，有意义。”

早晨六点，济南长清区清河小区，70岁的高常忠就和老伴儿背着太极剑出了门。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锻炼身体，上午在老年大学为书画爱好者上课，中午午休后，

如果老年大学没有课，就在自己的工作室接待书画爱好者，解答问题，分享交流。

“高老师”在工作室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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