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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绍国，语文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

广东省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广东省骨干校长，

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深圳市督学，福田区党

代表，现任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实验小学校长。倾

心追寻语文教学中的诗情与画意，提出“诗画语

文”的理想和境界，在全国小语界有着广泛的影

响。课堂教学先后获得省小学教师学科教学技能

竞赛一等奖，省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评

比一等奖等。应邀赴全国200多个城市开设观摩

课、讲座400余次。《语文教学通讯》《小学教

学》封面人物，《小学语文教师》“青年新秀”

专版报道人物。“诗画语文”课题成果获得省人

民政府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在《语文教学

通讯》《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师》《小

学教学》《福建教育》《小学教学设计》等杂志

发表论文20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

料”全文转载。出版专著《诗画语文》《名作导

读》《荡舟英伦》《诗画语文节奏论》等4部，

参与人教版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教师教

学用书》等多部书稿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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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一：“诗画语文”节奏论的哲学思辨

序一：“诗画语文”节奏论的哲学思辨

周一贯（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为肖绍国老师的专著作序，算起来这已是第三篇了。

但我每次都欣然领命，竟忘了自己的才疏学浅，实在因为

为其作序确实是一项快事。不知为什么，每一次开篇，都

令我从对立统一的哲学命题上获得新的启示。于是，笔下

生风，写得颇觉顺畅。

第一次是在2008年，他的《诗画语文》专著出版，约

我写序。“诗画语文”是他对自己的语文教育主张的一种

表述。取意于苏东坡在王维的《蓝田烟雨图》一画中的一

段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

诗。”一句话，道出了诗与画对立统一之交会融合之道，

也因此为一切文艺创作开阔了新的视野。现在肖绍国把

它提升为一种语文教育主张，确实可圈可点。于是，我的

“序”便立意于引申孔子关于“文”与“质”的一段话：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

是“文”与“质”的对立统一，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

如果说，“文”是一种精神的提升，“质”便是一种自

然的存在。生命之“质”，需要“文”的提升和超越；

但“文”的生命意义并不是可以远离乃至背弃了生命之

“质”的，文饰的生命还必须生命之质的充实。借此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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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画语文节奏论

证，如果“诗情”是一种“文”，那么“画意”便是一种

“质”，一种生活场景的自然之态。诗情来自于画意，画

意中散发出诗情。保持“文”与“质”的张力臻于融通，

不仅是肖绍国对语文诗情画意的追求，又何尝不是每个生

命个体发展的要义。于是，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在这里起到

了沟通提升的重要作用。

第二次是2015年，他的第二部专著《荡舟英伦》出

版了。这是他在2014年10月以“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

的身份，随教育局组团走访英国，考察教育两个月后写成

的一部教育散文著述。22篇文章，他以珠玑落盘、行云流

水一般的文字，为我们介绍了英伦教育与异国风情，字里

行间不仅传递着文采风流的濡染，书香墨韵的熏陶，更有

着对西方教育的诸多感受和研究，“行”与“思”的水乳

交融，使本书更像是一部教育散文，或者是一部脚尖上的

“教育学”，一样体现着“诗”与“画”的相得益彰。于

是，我还是从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给序文赋予“行万里路，

教万卷书”的主题，开掘了在“诗画语文”教育中行、思

一体的另类诗情画意。

这次是2017年年初，他的第三本专著《诗画语文节奏

论》又将面世。这显然是对“诗画语文”作了深层的学理

探究，对“诗画”得以统一的本质要素“节奏”的探究与

论说。显然，肖绍国的“诗画语文”又迈入了新境界。

“节奏”的本义虽是音乐构成的一个基本要素，即

指各种音响有一定规律的长短强弱的交替组合。但广义的

“节奏”可以存在于宇宙万物发展变化规律交替组合所产

生的律动。对宇宙万物而言，时间是其运动的持续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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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序一：“诗画语文”节奏论的哲学思辨

间是其运动的广延性。对此，恩格斯曾认为“一切存在的

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

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3卷）。而所谓“节奏”不正是所有事物在时

间和空间的运动中有规律的交替组合之表现。“诗画语

文”作为语文教育学理存在的一种思想，自然也不例外。

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明确指出：“文章最要

节奏，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窈渺处。”文章如是，

语文自然不在话下。其实又岂止是语文，一切艺术皆是如

此：“艺术返照自然，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朱光

潜语）又岂止是艺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

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里的“不言”“不

议”“不说”还不是因为有节奏在昭告天下、通达世人。

然而，要构建诗画语文“节奏论”这一学理体系，我

们自然更多地关注对“节奏”本身的哲学思考，即在“诗

画语文”之中，节奏又如何体现着这种对立统一。这当然

是一个大话题，可从不同侧面切入去探索语文教学科学规

律的某些奥秘。笔者在这里不揣冒昧，也想略说一二，虽

不免挂一漏万，但献上一孔之见，也算是凑一回切磋研讨

的热闹吧。

如上所言，“节奏”的形成从哲学观点说，可以理

解为是对立的事物在时空运行中交替统一的某些规律。

那么，在人的言语行为中又有哪些“对立”可以得到“统

一”而形成别开生面的节奏呢？从大处说，我们可能会关

注的，如：

一、曲与直。语文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生命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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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诗画语文节奏论

在与表现。人类生命以内部语言展开思维活动，所以居于

万物之灵的宝座，为其他任何生物所不及；又以外部语言

作表达和交流，形成协同、共处的社会生活。正是凭借了

“语”和“文”，生命得以存在和表现，文化得以承传与

弘扬。然而生命成长、发展的过程，并非直线推进，而不

知要经历多少的曲折起伏，方能获取经验和教益，变得强

壮而盛大。于是人类生命的语言行为，也就如生命成长过

程一般有了曲与直的节律变化。君不见，在语文大师的笔

下，可以有时大道如砥、一马平川，挥笔如万马奔腾、一

泻千里；有时却会出现山重水复、曲径弯道，于是行文若

崎岖山路、曲如羊肠。这样从生命节奏到文字节奏，便形

成了“诗画语文”的一种节奏，极尽曲直互生的状态。

二、巨与细。在语文表述的独特天地里，“巨”与

“细”如咫尺天涯，足以极尽人们的胸臆。“浮云连海

岱，平野入青徐”，可见诗人杜甫的眼界之大；而“细雨

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又会令人惊叹他的观察之细。就

在这“大”与“细”之间，我们都会感慨语言文字在那些

大师们的笔下既可以一观宇宙、纵览乾坤，还可以独具只

眼，洞察幽微，而且又往往能巨细并存、小中见大。鲁迅

先生对旧中国的积病之认识，目光可谓大矣，但当他对黑

暗社会投以匕首时，却往往从细小处落笔：头发、胡须，

喝茶或照相……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足见鲁迅先生

不仅看得大，也看得细，而且常常是由细见大，大处着

眼、细处落笔，自然就能“尺水兴波”，“咫尺有万里之

势”了。这就构成“诗画语文”的另一种节奏，是巨细之

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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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序一：“诗画语文”节奏论的哲学思辨

三、抑与扬。生命在事物发展与生活际遇中总会呈现

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反映在语文世界里，也就有了起伏与

强弱的种种变化。有的如早春花开，先抑后扬，扬得气象

万千；有的如秋叶红尽，先扬后抑，抑得蓄势待发。这是

扬与抑艺术辩证法的神奇玄奥，正如古典文论中所谓“文

之妙当于抑扬对峙中求之”。这是“诗画语文”又一种艺

术变化的节奏，是抑扬之态的显示。

四、张与弛。一篇引人入胜的课文，经作者的匠心

独运，在反映人世生活时，其情节发展或人物表现上，总

是冷热场前后搭配，动静面交互出现，有时似瀑布飞泻的

气势，令人震撼；有时似林泉叮咚的幽韵，催人陶醉。既

有碧海狂涛的雄奇，也有青荀出土的秀丽。这是“诗画语

文”中艺术变化的另一种节奏，是张弛之道的呈现。

五、疏与密。虽然一般的文章不像诗歌有固定的韵

律，整齐的音节，但作者笔下的“文势”却一样具有优

美的节奏。这种节奏则常以行文的“布局”，即文字上的

疏与密造成的。这正如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描

述“‘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疏”时如浮云

托月，如轻风过花，若有还无，颇有小桥流水之趣；而

“密”时则如疾风骤雨，紧锣密鼓，有金戈铁马之势。这

是“诗画语文”的又一种节奏，是疏密之状的对照伸张。

……

除 此 之 外 ， 我 们 还 可 以 举 出 许 多 ， 如 “ 巧 ” 与

“拙”，“艳”与“朴”，“松”与“紧”，“轻”与

“重”，“擒”与“纵”……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存活

在人类言语生命之中，当然也就无不呈现着“诗画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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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诗画语文节奏论

在对立统一之中的多彩节奏。

再说下去，“诗画语文”的“诗”与“画”之相互映

照，从本质上看便是“神”与“形”的对立统一。“神”

在“形”中凸现，“形”借“神”而生辉，于是“神形兼

备”就成了“诗画语文”的一种理想境界，这难道不是

“对立统一”生成的更基本的节奏？

嗟乎！宇宙浩渺，天地宽广，万事万物，竟生滋荣，

冥冥之中都传递出一种生命的节奏，永远唱响着不生不灭

的赞歌！

拖拖沓沓地写到这里，若能得到肖绍国老师的宽佑与

厚爱，也就算是一篇序了。

                                                             丁酉年初一日

开笔大吉于客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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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序二：最深奥的那一个

序二：最深奥的那一个

王崧舟（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绍国喜欢泰戈尔的诗，我也是。

读完绍国的这部书稿，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泰戈尔

的一首诗——

就是他，

最深奥的那一个，

用他深情而隐秘的触摸把我唤醒。

就是他，

把魔法施在我眼上，

又高兴地在我心中弹奏出

交织着欢快与悲哀的旋律。

就是他，

用多变的金银蓝绿的空幻色丝

织成幻境的披纱，

他的脚趾从衣褶中露出，

在他的触摸下我忘记了自己。

日来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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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诗画语文节奏论

就是他，永远以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姿态，

无尽的欢乐与悲哀，

来打动我的心儿。

无疑的，在绍国精心构筑的“诗画语文”大厦中，

“节奏”就是“最深奥的那一个”。节奏，一如神奇的魔

法，让“诗画语文”弹奏出交织着欢快与悲哀的旋律；又

恰似多变的金银蓝绿的空幻色丝，将“诗画语文”织成一

袭袭或空灵，或充实，或望之邈然，或寻之无踪的心灵的

披纱。正是“节奏”，以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姿态，无尽

的欢乐与悲哀，来打动绍国的心，也来打动我们的心。

在绍国看来，节奏首先隐藏于迁流不居而又生生不息

的言语中。他认为：“音乐靠节拍体现节奏；绘画通过线

条、形状和颜色体现节奏；舞蹈凭借肢体体现节奏；诗的

长短、顿挫、停顿、回旋形成节奏；言语的节奏则是一种

直觉的敞亮。在言语活动中，节奏无处不在，一切言语活

动都离不开节奏，节奏感是言语实践活动所必需的一种能

力。”

没错，在言语活动中，节奏无处不在。从长短交替到

虚实转换，从详与略的对比到疏与密的穿插，从一泻千里

气势如虹的挥洒到曲径通幽烟岚霭霭的蕴藉，又如平仄、

轻重、停延、抑扬、清浊、快慢、高低、雅俗、奇正、刚

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正如绍国所言，“一切言语

活动都离不开节奏”。何止离不开，简直可以说，言语就

是节奏，节奏就是言语。他们不过是存在的一体两面，显

之于物理符号，则为言语；隐之于心理关系，则为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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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序二：最深奥的那一个

从这个意义上讲，言语性就是节奏性。

不仅如此，作为以“言语性”为根本属性的语文课

程，绍国又敏锐地指出：“节奏感是言语实践活动所必需

的一种能力”，这一洞见，在语文核心素养观下的今天看

来，更有着原创意义的课程教学论启示。如果说，语言建

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

与理解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四大模块，那么，我以为四大模

块当融通于语言建构与运用这一更基础、更关键的模块，

而深究下去，语言建构与运用这一模块的核心当为语感素

养，那么现在有了绍国关于“节奏感”这一洞见，我们不

妨再进一步，语感素养的核心当为言语节奏感。由此，我

们可能找到了语文核心素养最深奥的那一个——言语节奏

感！而这个最深奥的“魔法”，正用深情而隐秘的触摸，

将我们这些语文的行者唤醒。

事实上，节奏不仅是言语中最深奥的那一个，也是课

堂中最深奥的那一个。绍国以一个课堂思者和课堂过来人

的姿态，明确指出：“一堂好课，在教学过程展开后，课

堂节奏便迅速拉起，并且很快建立一种‘模型’。这种模

型在变化中有规律，在流动中有伸展，却又常回旋到课的

出发点时的律动频率。”绍国所谓的建立一种“模型”，

绝非一堂课的静态模式，也非剔除了真实情境和丰富细节

的教学范型，而是指隐匿于课堂教学中最深奥的那个——

课堂节奏。

发现节奏，并使之显化为一种课堂模型，对“诗画语

文”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在我看来，课堂节奏统

一于时间之维，而我们常说的课堂模式、教学范型则是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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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诗画语文节奏论

离了时间的产物，它们虽然也试图揭示课堂教学各种变量

之间的法则和原理，但因为时间之维的放逐，最终对真实

的课堂实践往往缺乏实打实的指导意义。而课堂节奏就不

同了，因为时间之维的贯通，所有的课堂变量就不再是僵

死的符号，而成了脉动的生命细胞。动与静在时间之维中

舞蹈，疏与密在时间之维中歌咏，收与放在时间之维中流

转，曲与直在时间之维中飞翔……

课堂节奏的奥秘，在合于生命节律的中道。中道者，

中庸之道也。中道不是平均主义、相对主义，而是执其两

端用其中。以课堂的动静关系来说，“动”指的是学生的

发声，包括：各种形式的朗读、发言、讨论、表演等；

“静”指的是学生的缄默，包括：各种形式的默读、思

考、练笔、书写等。如果课堂只是一味地动，就不是中

道，就没有节奏；如果课堂只是一味地静，也不是中道，

也没有节奏。在时间之维中，由动到静、由静到动、动动

静静、静静动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所当动、静

所当静，这才是中道，才有节奏。这样的动静穿插与转

换，不是二一添作五的平均配置，更不是一二一二的机

械操练，而是要基于学生的生命节律、认知节律、情感

节律来精心预设、动态生成。有的课，节奏以静为主，

配之以适度的动；有的课，节奏以动为主，配之以适度

的静；有的课，需要先静后动；有的课，需要先动后

静；有的课，根据学情状况要返动为静；有的课，随着

效果反馈要返静为动。总之，基于中道的课堂节奏充满

了灵动性、协调性、融合性和生长性，它总是不断地依

据课堂的真实情境、场面、氛围、态势等，做出合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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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调整与重构。

对此，绍国有着相当清醒的自觉和运筹。他深情款

款地回顾道：“‘诗画语文’每年推出一堂课例，每一

堂课，都是一场浪漫的言语节奏的约会。”他甚至不厌其

烦、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诉说他对课堂节奏的娴熟把控：

“动静、起伏、错落、收放、疏密、留白、回旋、明暗、

突降、突转、层进、回环、轮回、婉言、取舍、顺逆、详

略、点面、内外、立破、张弛、曲直、合分、荡漾、往

今、通感、停走、迂回、一三、三一、梦实、首尾、你

我、聚散、和谐……这些像歌曲中的音符悄然暗含于我的

《三顾茅庐》《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木笛》《姥姥的剪

纸》《月迹》《冬阳·童年·骆驼队》《威尼斯的小艇》

《北京的春节》《老人与海鸥》《山中访友》《用文字拍

照》《用文字画画》《用文字演奏》等‘诗画语文’课例

里。”

从某种意义上讲，“诗画语文”就是“节奏语文”。

在这里，“诗画”二字已非语文教学内容或者风格的某种

标举，“诗画”二字之所以相通相融，完全是因为“诗”

与“画”的灵魂就是“节奏”。因此，诗画的语文，就是

节奏的语文。自觉地追寻课堂节奏的规律，按照中道的价

值观和方法论设计并运用课堂节奏，从而使课堂节奏合于

师生的生命节奏，迈向人课合一的教学化境，我以为这才

是诗画语文的根本特征。

其实，言语节奏、课堂节奏还不能算是最深奥的那一

个。最深奥的那一个，非生命莫属。说到底，言语节奏乃

是对生命节奏的无意识模仿，或者说乃是生命节奏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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