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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光如镜
——《闪闪发光的心愿》导读

光明区实验学校（集团） 艾秋菊

孩子们，看过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

之后，你是否曾被那种对梦想的坚持所深

深鼓舞？今天老师要推荐一部泰国儿童小

说，它获得了2021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

奖，又被称为少年版的“悲惨世界”，那就是

泰国童书作家克里斯蒂娜·松托瓦写的《闪

闪发光的心愿》。

故事之光

这本书讲述了三个孩子在一次惊心

动魄的旅程中追寻正义、自由与探索真理

的故事。主人公庞生活在监狱的微光之

中，他向往有光的世界。然而当他费尽心

力逃出来，却发现“有时候，光只会照耀幸

运的人，有时候，好人也会被困在黑暗里”，

他该何去何从？

人物之光

这本书塑造了众多鲜明、立体的人物

形象。占像是庞的精神导师，具有东方禅

意。还有恩派的大义、索吉姆对友情的忠

贞、府尹的冷酷无情，令人印象深刻。

我想重点谈谈庞这个人物。怎样评

价庞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趣

味选择题来进行。

在下面的身份中，你觉得哪些和庞符

合？哪些又不符合？

逃犯？僧人？造光者？说谎的人？

友情的叛逃者？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故事中主人

公庞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被困在南原监狱

里—逃出监狱—回到查塔纳。你看，故事

是有模式的，主人公经历了“在家—离家—

回家”的故事模式来推进故事发展。

三个不同的阶段，庞的性格发生了很

大的转变。南原监狱里的庞向往自由，不

轻易妥协；逃出监狱后，他跟着占方丈过了

一段放松、温暖的日子，学会了理解，而不

是轻易评判，性格变得平和；在逃亡路上，

庞经历了内心的巨变，通过同情和理解，勇

气与坚持，最终找到了内心的光。

追逐光、制造光、成为光，我们通过庞

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对照，就可以读懂逃亡

之路上他内心的挣扎与抉择，从而读懂他

的勇气与力量。于是明白：真正有力量的

光，不是靠他人赠予的，而是从自己内心生

发出来的。

形式之光

1.开头的秘密。

故事的开头，描述了庞和索姆吉“等”

一颗芒果的故事。没错，是“等”，庞仿佛有

一个天赋，他经过仔细的观察、漫长的等

待、不屈的坚持，终于等到了一颗香甜的芒

果。故事从一开始就交代了庞和索姆吉截

然不同的性格，庞不会轻易放弃，而索姆吉

更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为故事

的发展做出了铺垫。

而在故事的结尾，一颗芒果正好掉进

诺克的怀中，也对开头进行了完美的呼应。

2.小说的双线结构。

细心的小读者会发现，这部小说其实

是通过两个人物、两条线索并行来推进故

事情节发展的。庞是南原监狱里女囚的儿

子，从小生活在黑暗的幽光中；诺克是南原

监狱西瓦潘典狱长的女儿，出生在金光闪

闪的世界，从小生活在光明中。两个人物

不同的出生，不同的命运，因为庞的出逃而

发生关联，庞和诺克的故事交替出现，一追

一逃，险象环生。

让庞和诺克真正串联在一起，并推进

故事向着高潮迭起处发展的，有一个关键

人物，就是府尹。

庞第一次见到府尹，是在南原监狱

里。那时，府尹是他心中天神般的存在，是

梦幻之城查塔纳的造光者。庞甚至幻想着

有朝一日能为府尹效力，那将是无比幸福

的一件事情。可是，当他和女囚因为一颗

芒果而发生争执时，府尹不分青红皂白就

给庞贴上了坏人的标签，还说：“生在黑暗

中的人总是会回到黑暗里。”这句话更像是

一种诅咒式的预言，一直困扰着庞。庞后

来逃离南原监狱，最终又回来，便是以行动

对这句预言的反抗。

“法律是光，光只照在有价值的人身

上。”府尹的这句话，让原本处于社会上层

的诺克奉为真理。当她知道了自己身世的

秘密，为了维持家庭的幸福与完整，她拼尽

全力想通过追捕在逃的庞，而给家族增光，

想让家人因她而骄傲。但是，当府尹残忍

地当面揭穿她的身世，她开始质疑这句话

的合理，如果法律本身就是错误的呢？

可以说，对府尹所说的话进行反抗和祛

魅的过程，便是少年庞和诺克的成长历程。

主题之光

光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庞从黑暗的幽暗之地向光明之境泅渡的过

程，光其实作为一条隐藏的线索在推进着

故事的发展。光作为媒介，折射了作品的

主题，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人性之光、自由之

光、友谊之光、理解之光、坚持之光、正义之

光等，从而读懂作品丰富多元的主题：友谊

的考验、家庭的失落与寻回、自我价值的实

现、对他人苦难的理解、对自由与勇气的追

寻……

这本书中有很多富含哲思的句子，文

末还有思考题，相信经过你的思考，一定会

更深刻地读懂这本书。

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追光的

故事，日本新锐作家西野亮广的绘本《烟囱

之城》，也推荐同学们找来读一读。

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家国

情怀、无私奉献、坚忍不拔、艰苦奋斗

等价值精神，可以为中学生的价值观

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和成果支撑。作

为广东省红色经典教育基地校，光明

区第二中学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为学

生的红色经典阅读活动不断赋能，在

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采取一

体两翼式的阅读教学模式，即以学生

自主阅读为主体，以课堂教学与课下

实践活动为两翼，借助多种教学形式

激发学生对红色经典的阅读兴趣，引

导学生在梳理作品情节，掌握作品内

容的基础上，深入体会红色经典作品

的精神内核与时代意义。

以下是我们从实践中总结的红色

经典教学策略及方式。

精雕细琢话经典：红色经
典篇目教学设计

红色经典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

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内涵，通过微课的

形式进行教学，不仅能将红色经典作品

的相关资料、背景知识等进行整合，还

能够借助音视频的形式将红色经典作

品中的精彩片段进行艺术再现，让学生

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提高学

生的阅读能力和文学鉴赏水平，加深其

对红色历史、红色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自觉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为加强红色经典基地校工作建设，

丰富红色经典阅读教学活动，光明区第

二中学每学期精心遴选1-2篇具有代

表性的红色经典篇目进行5-8分钟的

教学微课制作，所选篇目涵盖不同历史

时期和主题，以展现红色经典的多样性

和丰富性。具体实施过程中，以年级备

课组为单位，在备课组长的统一带领下

从篇目的历史背景、文学价值和教育意

义等方面对选定篇目进行深入研读，并

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和学科要

求，制定具体的教学目标。

共读共研讲经典：红色经
典篇目教学课例

红色经典示范课以其丰富多样的

课堂活动，别出心裁的教学形式，在传

承红色文化、推动教学改革、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以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等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提升教师的红色经典阅读教学

水平，光明区第二中学每学期举办一次

红色经典篇目教学示范课展示活动。

语文学科以各年级备课组为单位，精心

设计教学内容，认真打磨教学环节，推

荐选择优秀教师通过现场授课的方式，

展示相关教学策略与成果。通过全程

录制的方式，将其制作成包括课堂实

录、教学设计说明、教学反思等内容在

内的教学资源，为科组教师提供全方位

的学习材料，也使得老师们能够深入了

解示范课的教学过程和设计思路，从中

汲取灵感，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同

时，也鼓励老师们根据示范课所展示的

红色经典阅读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结合

自己的教学实际进行教学实践和创新，

并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将优秀的教

学经验转化为自己的教学特色，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为学生和社会提供更加优

质的教育服务与教学资源。

多元融合研经典：基于本
土红色文化资源的跨学科学
习案例

基于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的跨学科

学习案例，在学生的全面发展、文化传

承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等方面，都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跨学科学习，学生

能够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本

土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解。

在本学期，学校相关教师团队对本

地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调研，以洞

悉其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及教育价值。

在此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学科特色和学

生的兴趣爱好，精心制定5个跨学科学

习案例，从历史、语文、地理、艺术等多

个学科维度出发，引导学生从多元化的

视角深入探究本土红色文化，并在各个

年级逐步推行这些跨学科学习案例，借

助项目学习、主题探究等方式，全方位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

深耕细作品经典：红色经
典名著整本书阅读教学案例

红色经典名著整本书阅读教学不

仅能使学生深刻领悟红色文化的内涵，

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

感，还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惯，

提升他们的思维发展和语言表达能

力。通过整合教学资源，系统化的课程

安排，强化学生对作品的整体感知和理

解能力，让学生在完整的阅读体验中感

受作品的魅力，培养其良好的阅读习惯

和思维品质，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终身

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光明区第二中学定期组织学生分

享主题书目阅读心得和体会，以多种形

式展开读书汇报活动，并鼓励学生将阅

读与写作相结合，开展相关主题写作、

征文、演讲活动，以期进一步提高学生

写作水平和文学素养。

红色经典
教学策略谈

光明区第二中学 王岩

语文老师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