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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远志

每年夏天，母亲都要捂两盆
酱豆，一盆普通酱，一盆西瓜酱。

入了伏，捂酱的工作就开始
了。所用黄豆是提前备好的，在
收获时挑出最好的黄豆，一为留
种，二为捂酱。母亲把黄豆从粮
仓里提出，倒进簸箕里再次挑拣，
接着淘洗浸泡。黄豆喝了一夜的
井水，一个个精悍的黄金豆变成
了晶莹的玉石豆。上锅煮熟、捞
出沥干，在豆子上裹上白面，均匀
地摊晾在西屋的一张竹床上，床
上铺上报纸，豆子摊开后覆一层
白稀布，待其静静长出白毛。

那层白毛丝丝缕缕，一天比
一天密实，渐渐把玉石豆缠绕其
中，这时玉石豆就变成了结茧的
蚕。发酵前，母亲将这层白毛搓
下来，使豆子颗粒分明，有时我也
帮忙，白毛轻盈，专往我的鼻孔里
钻，我常忍不住要连打几个喷
嚏。随后放进朱红色的瓷盆里，
兑上水和盐，加八角、花椒、陈皮
等调味。搅匀后用一块白稀布蒙
上，在盆中间支一根竹竿，呈伞
状，用绳子绕盆沿拴牢，酱就开始
了发酵的过程。如果把水换成西
瓜瓤，那制出的便是西瓜酱了。

酱豆喜欢日光浴，把酱盆搬
到房顶上暴晒，如果天气晴朗，不
用多久就能闻到酱香，这除了吸
引了馋嘴的小孩子，也把蚊虫蚂
蚁引来了，蚂蚁倒不可怕，可怕的
是雌蚊子，往往是稍不留意，它就

把无数子子孙孙下放到酱盆里，
等到能看清它们的时候，它们已
变得肥而大，白白毁了一盆酱豆
不说，还让人极为恶心。为了使
酱充分发酵，母亲隔三岔五在正
午时分解开酱盆，用竹竿搅拌，这
时就得极为小心。

好酱豆靠天，太阳的光芒是
香甜剂，如果晒酱时恰逢连阴天，
太阳不能把光芒注入，就生不出
浓郁的香味，不仅不香，吃起来还
有一种淡淡的苦味，好像是老天
把它阴沉的脸色变成味道注入
了。酱豆最怕淋雨，沾不得一点
雨水，有“落雨必坏豆”的警语。
而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
变。大人们去田间劳作时，就把
酱豆托付给家里的孩子。孩子们
也都很上心，眼看天边飘来一朵
乌云，或者太阳忽然躲进云层里，
就赶紧冲到房顶把酱豆端下来。
但亦有阳光正烈时落雨的情况发
生，让人毫无防备。正因为谁也
猜不透老天的心事，所以看酱豆
就马虎不得。如果全家要去走亲
戚，无论那天阳光多好，母亲也要
把酱豆端进厨房以防天有不测风
云。

酱豆晚上要从房顶搬到屋
里，除了提防老鼠、黄鼠狼之类搞
破坏，还因为酱豆不能见星星，否
则整盆就会坏掉。在我的家乡，
老一辈对星星多有忌讳，除了酱
豆，小孩的衣服傍晚必须收到屋
里，如果在外面隔了夜，就会附上
坏星星，坏星星会招灾惹祸。这

是流传下来的说法，母亲也说不
清，对很多事，她都怀着敬畏之
心，如果如此做并不会造成什么
损害的话，她都会遵照执行。

幼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捂酱
豆，尽管都是同一块土地上长出
来的黄豆，捂晒方法差不多，但味
道各异。谁家先晒好了，盛一大
碗给左邻右舍送去尝尝，等他们
的晒好了，也回送一碗过去。有
时亲戚朋友间也你赠我送。所
以，虽然母亲每年夏天只捂了两
盆酱豆，但我们每年都能吃到多
种不同的味道。尝到谁家的味道
好，母亲一定会前去请教，并在第
二年夏天捂酱时加以改进。我上
中学住校那会儿，母亲每个周末
都给我送来一瓶做好的酱豆，用
来蘸馒头或拌面条都极好，常引
得同学们争相抢食。尤其母亲在
做酱豆时加入肉丁，那简直就成
了人世间最美味的酱了。

酱豆捂好后，吃之前还需在
锅里加油，烧热，将酱豆倒进去，
使它的酱香和油香充分融合。夏
天的傍晚，晚霞在天边烧出彤云
朵朵，母亲把锅支在院子里熟酱
豆，火光把彤云从天上引下来两
朵，贴在母亲的脸上，这时地上
的母亲便和天上的晚霞融为一
体。我在旁边看着，鼻息间全是
酱豆的香味。如今，母亲进城帮
我带孩子，已很多年不再捂酱
豆，那种亲切而熟悉的酱香味的
夏天离我远去了，此刻思之，心情
不免怅惘……

酱香味的夏天酱香味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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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萍

第一眼看到《低年级语文
这样教》 这本书并不感兴趣，
自我感觉应该是一本理论性
强，读起来枯燥无味的书籍，
当我参加读书打卡不知选哪本
书写感悟时，曹爱卫老师写的

《低年级语文这样教》这本书再
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总为不知
低年级语文该怎么教的我决定
精读这本书。

打开书看到吴忠豪、薛法
根两位名师的序言，我更加坚
信要用心读下去。此书内容上
强调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和学
生的实践活动，在对统编教材
的文本教学解读准确性、合理
性方面，以及教学活动设计的
有效性方面，为一线低年级语
文老师提供了很好的教学思路
和方法。

众所周知，低年级段要突
出学生读书兴趣的培养。一个
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精
神发育史。语文的世界有多丰

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就有多
精彩。语文，是一种心灵的滋
养。低年级语文教学，看似简
单，其实很专业。一不小心，就
会迷失在“细、碎、繁、慢”的高
耗低效课堂教学中。他们的话
说得很中肯，我深有同感。

在很多人眼里，孩子越小
年级越低，知识越简单越好
教，毕业十几年一直教高年级
语文的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
当自己真正接手低年级教语文
课才深感不易，拿到课本翻阅
一遍，内容不多，也不难——
识字、写字、阅读、口语交际
和写话。一个学期学一本薄薄
的语文书，应该很轻松就能学
好，但当你经历了才深知其中
的艰难。怎样把简单的知识教
给学生，仅靠读读背背写写远
远不够，这样的课堂也是枯燥
乏味的。怎样培养孩子的阅读
兴趣？怎样提升孩子的语文素
养？读着曹爱卫老师的《低年
级语文这样教》这本书，思路
逐渐清晰明了，开始不断地总

结，我改变了一遍遍读字、写
字、组词、造句的教学方法，
开始关注孩子的读写姿势，引
导孩子主动识字。改变了划生
字、读课文、背课文的死板模
式，开始教导孩子在识字中阅
读，在阅读中识字，学习阅读方
法，积累词语，理解运用语言。
改变了轻描淡写的口语交际和
写话的方法，开始引导孩子明
确要求，课堂上提供平台，让孩
子喜欢表达，乐于交流，学习倾
听，学习表达方法，学以致用，
练写点评。

识字、写字是低年级语文
教学的重点，但对于多年教高
年级的我几乎不关注识字写
字，这些只作为课前预习布
置给学生，能写正确，理解意
思即可。现在读了曹老师的这
本书，我不再迷茫，识字课堂
上没有了固定的识字教学模
式：带拼音读、去拼音读、交
流识字记字方法，回到句子再
读，教学过程“碎、烦”，教
学效益“慢、差”。现在，我

的课堂上更多的是举一反三型
的归类识字，对比识字，字谜
识字，讲故事识字，做动作识
字，编儿歌识字，字理识字等
生动有趣的识字方法，并能灵
活地联系生活说话、组词，联
系情景运用。课堂上很容易吸
引孩子的学习注意力，大大激
发了孩子的识字和阅读兴趣，
高效完成教学目标。

低年级写话又该如何教
呢？我心中困惑。面对写话教
学的重重尴尬，作为老师，该
如何破解？书中这样说道：从
课标出发，制定更细化的低年
级写话教学目标。从写话内容

要有趣、过程要好玩、评价要
积极等方面，对低年级写话教
学的改善提出了针对性的课堂
实施意见。

得语文者得天下，从小培
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提高孩子
的阅读能力势在必行。心理
学研究表明，9岁之前是阅读
发展的关键期，在此之前是

“学习阅读”，9 岁之后则是
“通过阅读来学习”。所以，
要把握和珍惜孩子9岁前的黄
金阅读期，课堂上调动孩子的
阅读兴趣，让孩子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中增知识、提能力、爱
读书。

总之，读了这本书，解开
了自己在平时语文教学中的许
多困惑，明白了低年级语文教
学的策略。教学之路很漫长，
但我相信只要自己一步一个脚
印地走下去，就能够走出困
惑，收获成功。

（作者系郾城区第二实验
小学教师）

快乐教语文
——读《低年级语文这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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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丁

一块补丁
老奶奶抻了又抻
拿在手里 用心
这样比比
那样试试

一块补丁
总是没有办法
把日子缝补得严丝合缝

蝴蝶
相对于花园
一只蝴蝶
小到
一朵花的一个瓣
一旦蝴蝶翩翩起舞

一双小小的翅膀
足以煽得
整个花园骚动不安

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你偏不信这个
要往百日里红
红得鲜艳 红得自信
红得精神饱满
在似火的艳阳下
在肆虐的风雨里

你忍着酷暑忍着寂寞仿佛在
等待
等待我一天叫你一声
叫到百天你还在红
就带你一起回家

六月
一枝荷花
把自己画进了画框

一声蝉鸣
从枝头滚落下来
打破一地滚烫

我站在六月的当口
看风把树叶
摇成满树绿色的火苗

回归
眼前的一切熟悉而又陌生
陌生而又熟悉
揉揉眼睛
回忆切换着画面
一些新脸面的出现让人生疏
一些老脸面的消失让人伤神
村口的大柳树依然沧桑
老屋后的桑树没了踪影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
把茅屋瓦房挤进了旮旯
我像一个迷失者
大街上来回走了三趟
还是没有找回当初的感觉

补丁（外四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