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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不是走台，而是走心
——马文科先生《“走心语文”的说法与做法》书序

岳维鹏

马文科老师，不仅是名师，更是位明师。

正确的事业到底源起于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做好正确事情的先导，一

直是我苦思冥想的问题。将我国历代古圣先贤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不断比

对，我发现一个词格外耀眼，那就是“明”字。《大学》说：“明明德，止于至善”。

可见，“明”是走向“至善”的前奏。

“明”是会意字。甲骨文以日、月发光表示明亮。《荀子·天论》指出“在

天者莫明于日月”。“明，照也”，是东汉许慎在《说文》中对于明字含义的界说。

明字，兼有阴阳，就是最初朦胧的太极图雏形。古人视“明”为最大的智慧，

“既明且哲”被写入《诗经·大雅·民》。

“明”，正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说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就是要看到

事物的现象、本质、规律、趋势，对各种道理去伪存真、舍小存大，删枝存本。

马文科老师对于语文教学的“明”，首先体现在一个“心”字上。心到底

为何物呢？人作为万物之灵，和其他生命最大的区别，既不是直立行走，也

不是能动地使用和创造工具，而是人是有心的动物。因为有心，所以有灵，

也就有仁、有义、有理、有勇、有智，也就有了情感活动，有了审美愉悦。心是

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源点。宋代慧开法师在《无门关》里的一首诗偈写道，“春

有百花夏有月，秋有凉风冬有雪”，人在春天沐浴春风，在秋季享受秋实，心

感悟之则会生情，于是口言之则成“语”，笔书之则成“文”。可见，语文与人

的“心”高度关联。



语文到底是个什么学科呢？从学科功能去看，有人说是个工具学科，有

人说是个人文学科，于漪老师说是工具性与人文性融合的学科，这些说法都

有它的道理。但要我说，中国语文是个与“心”高度关联的学科，不用“心”

说不出得体的话来，不用“心”也听不懂别人所言的意旨。不用“心”写不出

好作品，不用“心”也读不出别人作品的旨趣。“心”以及衍生的“入心”，关

乎语文的学科属性。马文科老师对于“走心”的界定，一层意思是“经心、专

心”，一层意思是“让人从心底有感而发”。作为语文老师，马文科在教学中

这么重视“心”，摄住真性，激活真情，倡导纯感情、真体味、深感悟，对于语文

学科本质有着深刻的认知，直指语文教学的心脏。这样的学科认识不是一

种“明”吗？

马文科老师对于语文教学的“明”，也体现在一个“走”字上。 “走”是

会意字，金文字更形象，是摆动两臂跑步的人形。“走”是一个动词，从物理

学的角度看是物体在空间由此及彼的运动。“走”，就可视层面意味着运动，

就内心层面意味着心灵的活动。“走心”，意味着学生的心灵要积极地活动。

语文学科不正是以听说为基础、以读写为中心，训练语感，发展心智的学科

吗？语文是学生抒发心灵的学科，决不能用教师的分析替代学生的阅读。

没有学生真实阅读发生的语文教学是假语文，是无视语文教学规律的假教

育。语文教学，必须是学生自己的语文，必须是入人心、怡人情、启人智的

语文。马文科老师以“走心”来概括自己的语文教学特征，做到了以活动

为主线，以体悟为特征。他组织学生对话文豪，对话诗圣，对话自己，亲近

伟大的灵魂，走进名家的世界，力促心灵的内外沟通。他引导学生赏评时

事，观察生活，融入社会，让学生心灵的触角伸向天地。他引发学生的学习

主动，发展学生个性，很好地体现了语文学科的教学规律。这样的语文教

学思想，不正是一种“明”吗？

马文科老师对于语文教学的“明”，更体现在一个“走心”的师生同走上。

教学不是教师的单边活动，本质是学生的学习活动，形式却是师生的互动。

师生互动，既是师生情感融合，也是知识对流，更是思维碰撞。只有在互动

中，静态的课堂才会激起智慧交锋的美丽涟漪；只有在互动中，课堂才可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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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为动，走向深刻。语文是人文学科，比起其他学科更加关注人在学科中的

存在。师生互动的广泛程度、深刻程度，决定着语文教学的效度。马老师坚

持追求从“被动语文”走向“主动语文”，他善于调动学生，乐于融入学生，明

于启发学生。马文科老师教学活动设计严谨，教学方法多样，师生互动丰富，

亦师亦友，关爱学生，强调积累，强化感悟，因材施教，重视生成，教学相长。

这样的语文教学策略，不是一种“明”吗？

怎样概括马文科老师的“走心语文”呢？优秀作品本来就是先贤文豪用

“心”写就的圣品，学习语文最朴素的方法是“走心”。解决了学理问题，实践

困境自然迎刃而解。我们理应“用心”品读、“经心”感悟，理应“专心”研磨、“恒

心”积累，理应“内心”生发、“倾心”热爱。一句话：语文不是走台，而是走心。

由马文科老师语文教学的“明”，我想起了冰心的一篇短文《小橘灯》。

一盏橘灯，足以驱走深夜的黑暗；一盏橘灯，也足以照亮脚下的光明。中国不

缺各种称号的名师，缺的是如马文科老师一样，将自己的“名”建立在不懈探

求教学真谛的“明”之上的真“名师”。

（作者系宁夏教育厅教研室主任，宁夏大学语文学科与课程论专业硕士

研究生导师，宁夏师范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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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心语文”的提出

2015 年 10 月，在首批“塞上名师”工作室成员集体研修的交流会上，我

作为工作室主持人之一作了汇报交流，在回答自治区教研室安琪老师的提

问时，首次提出了“走心语文”这一概念。我说学生学习语文基本上走两条

路径，一条是“走心”路径，一条是“过脑”路径。“走心”的路径应当是语文

教学的主要途径，“过脑”路径应是次要途径，然而应试背景下的高中语文教

学过多地走了“过脑”的路径，过度地挤占了“走心”的路径，使今天的高中

语文教学出现了严重的去独立思考、去情感体验、去审美体验的偏失。学生

被老师喋喋不休的讲解“洗脑”，被没完没了的复习资料“异化”，被机械重复

的模式化训练“定型”，因而在语文学习活动中学生的主体精神在萎缩，自我

意识在消失，“书大人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认为这不是语文教学的正途，

必须加以矫正。

实际的语文教学中，“走心”和“过脑”是难以截然分开的，但在这里我

把“走心”和“过脑”两个概念对举，是为了更清楚地凸现语文教学的本质特

征，从而更好地表明我的“走心语文”的语文教学主张。在集中研修的总结

会上，岳维鹏主任高调提出了我的“走心语文”新概念，鼓励我梳理总结“走

心语文”的实践经验，构建“走心语文”的理论体系，并对此充满了期待。“走

心语文”的概念就这样提出来了。当然，“走心语文”的主张并不是一时心

血来潮提出来的，而是我几十年来语文教学的一贯坚守。记不清是谁说过

的一句话，即“把想法变成做法，把做法变成说法”，我一直非常喜欢，在语文

教学中，我也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也一直努力做着“把想法变成做法”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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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把几十年来的零散“想法”和“做法”变成一个有统一名头的“说法”

的事，这还是头一次。作为一线教师，著书不易，立说更难。今天，拙作《“走

心语文”的说法和做法》出版，权当是我对这句话所做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歌坛上喜欢用“走心”一词来评价歌手歌唱的效果。有人评价韩红的《我

是歌王》说，“天籁的声线，最走心的好声音。”也高频地使用“走心”一词来概

括歌手的演唱风格，如韩红坚持“走心”的路子。还用来描述歌手演唱时很投

入的情态，如：张碧晨满含深情，走心演唱了动人心扉的《时间都去哪了》。如

果歌手卖弄技能，没有真实感情的表达，没有投入感情，让人觉得浮浅，听众没

有产生共鸣，就说这歌手“只走声不走心”。还表达歌手的演唱达到了使听众

产生共鸣的效果，如：这首歌曲被评为《好歌曲》年度最“走心”歌曲。 

查百度词典，“走心”一词有几层含义：①不加思考，不放在心上。如：学

习技术，走心可学不好。②经心 , 专心。如：对于这件事，你走心了。阅读或

观察事物，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眼到心没到，看了却没细看，只留于表面，实

际本质的东西给忽略了，就说“你走眼不走心”。③离心，变心。如：《汉书·晁

错传》：“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④个别用于文章情感丰

富，让人从心底有感而发。如：这段文字写得很走心。

“走心语文”中的“走心”一词取“经心 , 专心”和“用于文章情感丰富，

让人从心底有感而发”这两层基本含意。当然，作为一个新的教学概念，“走

心”一词从歌坛中借用过来融进教坛， 还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内涵。

从学习语文的路径上说，“走心语文”走的是情感体验的路径，从学习者

学习语文的态度和状态上来说，“走心语文”强调的是热爱、用心的学习态度，

追求的是忘情忘我投入的理想状态。歌坛上使用的“走心”一词，若从心理

学“知情意行”四个要素的角度去考察，属于“情”的范畴。而情是油然而生，

自然生发的，所以严格意义上说，“用心”的状态不属于“走心”的状态，因为

一旦有意地或刻意地“用心”努力，就已经属于“意”的范畴了，意就是意志，

是人们自觉努力的心理过程。但从语文教学的角度看，学生要获得语文能

力，形成语文的核心素养，仅靠“情” 范畴内的“热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

“意”范畴内的“用心”的配合才能完成母语学习的繁难任务。因此“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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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走心语文”概念中的应有之意。说得再严谨一些就是：“热爱”是学生

在无意识状态下的全身心投入于语文学习的状态，姑且把在“热爱”感情支

配下呈现出的学习状态称为“热爱状态”。“用心”是学生在有意识状态下的

全身心投入于语文学习的状态，两者是“走心语文”概念中“走心”一词的基

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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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心”的情境

说“走心”的情境，举表演艺术家的例子最好。 一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她们对歌曲或戏曲的倾情演绎，最能体现“走心”情境的美好。

毛阿敏的演唱，总是那么在情境中，总是那么忘情忘我，总让人感觉到

她的歌声不是唱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不是用嗓音在歌唱，而是

用生命在唱歌。王立平演唱的《枉凝眉》给整部电视剧《红楼梦》注入了魂

魄，令人荡气回肠。几十年过去了，当她再次登台演唱时，还是那么忘情忘

我，歌声还是那样令人销魂，一曲结束，歌者泪光莹莹，听者泪光莹莹。梅兰

芳演唱京剧《穆桂英挂帅》时，“歌词像珠子似的从她的一笑一颦中，从她的

优雅的水袖中，从她的婀娜的身段中，一 粒一粒地滚下来，滴在地上，溅到空

中，落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引起一片深远的回音。”①

这些卓越的艺术家的倾情演绎使作品中的情感不可抗拒地走进了观众

的心里，从而震撼了观众，征服了观众，产生了共振共鸣的效果。他们的表

演尽管艺术形式不同，但共同的特点都是“走心”，以自己“走心”的演唱换

来了观众的“走心”欣赏。在这里，“走心”的情境就是那种演唱者忘记了自

己在演唱，只是深深地沉浸其中，欣赏者如醉如痴，忘情忘我，以至于“青衫”

湿透而不知觉的美妙情境。一曲终了，是一种“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

秋月白”的美妙的沉浸境界。“走心语文”追求的那种“走心”的境界就是这

样的。

①叶君健：《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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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纯兴趣”的欣赏者与“纯情感”的音乐相遇是容易出现无意识状

态下的全身心投入的“走心”状态的，但在基于学习目的的语文读写活动中

的人能否出现这样的“走心”状态呢？事实证明是可以的，只是这种“走心”

是无意识状态下的全身心投入和有意识状态下的全身心投入相融合的“走

心”状态。被传为佳话的陈毅吃墨的故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有一次，陈毅到一个亲戚家过端午节，进门后，看见桌子上有一本自己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的书，于是，他忘了走几十里路的疲劳，立即躲到一个空

房里专心致志地读起来。他一边看，一边用笔摘录重要章节，到了吃饭的时

候，亲戚几次来请他，他都舍不得把书放下。亲戚见他这样用功就不忍再打

扰他了，就把糖和粽子给他端去。陈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书本和摘录

上，粽子本来是蘸糖吃的，可他竟把粽子伸到书桌上的墨砚里蘸着墨汁往嘴

里送，一连吃了两个粽子，竟然没有品出异味来。过了一会儿，亲戚又给他

端来面条，见他满嘴是墨，便召来家人看，大家见了都忍不住大笑起来。陈

毅起初还不知众人在笑什么，他用手抹了一下嘴巴，见手上沾了很多墨汁，

才知道自己误吃了墨汁，他诙谐地对大家说：“吃了墨没关系，我正觉得我肚

子里的墨水太少呢 !”

陈毅一开始是“专心致志地读”，处在有意识的全身心投入的状态，到后

来“蘸着墨汁往嘴里送”时已到了无意识状态下的全身心投入的状态中。陈

毅将军既是叱咤风云的大将，又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兼资文武，博学多才”，

戎马倥偬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行，他的《梅岭三章》妇孺皆知，广为传

诵，《赣南游击词》更是现当代军旅诗的杰作。一个将军能有如此辉煌的文

学成就，这与他青少年时期的“走心”阅读是分不开的。

“走心”的情境就是这样的。“走心”就是一种全神贯注的投入，是一种

忘情忘我的痴迷，是一种深入灵魂的热爱。语文是非常美好的，静态的语言

文字里面封存着诗意、情韵、哲思，封存着以艺术美的形态存在着的喜怒哀

乐、酸甜苦辣、恩怨情仇、正义邪恶、凄美幽怨、离奇曲折、回肠荡气、波澜壮

阔等等说不尽的情蕴和意蕴，这些丰富的内蕴如不朽的灵魂静默在文字里，



『
走
心
语
文
』
的
说
法

007

第
一
章

等待着“披文”以入的阅读者，然后攫住他们的心，进而俘获他们的心。所以，

年华美好的青少年在触摸这样的语言文字时应该是能“走心”的，以此推理，

学校里语文学科的教学活动也应该是能“走心”的，可事实上，我们今天语文

学科的教学活动已经很不“走心”了。学生在课堂上拿着教材全解和练习册，

老师一提出问题，学生不是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如何回答，而是赶紧翻看资料

查找答案。各种竞赛课上，老师既没有深入到“文心”，也没有深入到“人心”，

却借用声光电为文造情，为课催情。老师没有动真情的感觉，学生也没有被

触动的迹象。老师不“走心”，学生不“走心”，整堂课难有片刻“走心”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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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心语文”的圭臬

把“走心”一词从演唱的语境中移植到语文教学的语境中，用以表述学

习者着迷投入于学习的极致情景时，表达效果仍然不“脱水”不“失色”，其

表现力、概括力和生动性仍然是其他词语不可替代的。在语文教学的“套路

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渴望着师生全身心、真性情投入语文教学

活动的那种理想状态和动人情境，所以就让“走心”和语文教学在这里结合

为“走心语文”。师生都能真正“走心”于语文教学活动的理想情境可在我

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找到。《红楼梦》中《香菱学诗》一节简直可奉为“走

心语文”之圭臬。

香菱能对限制如此之多的古诗那么痴迷，这在今天被古诗鉴赏弄得烦

躁不堪的高中生看来，简直是奇迹。 那么香菱学诗为什么能如此“走心”？

我想，首先是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共同热爱。老师林黛玉是大观园中的

“诗仙”，深知作诗三昧；学生香菱是大观园中的“诗痴”，作诗纯兴趣，无功利。

其次老师以学定教，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林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读

透彻 300 首，要求读的过程重体验感受，与生活体验紧密相连，联系生活实

际学语文。如： 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

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

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

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

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这是学生阅读的真实体验和感受，是学生自己说出来的，不是老师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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