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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刘晓鸿同志厚厚的书稿，我很高兴。在这个渴望真诚与平实，摒弃虚假与
浮躁的年代，作为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能够在辛勤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将二十余
年耕耘教坛的心得体会变成洋洋洒洒三十余万言的书稿，真是难能可贵。钦佩之
余，细品书稿，虽不能说字字珠玑，但不乏真知灼见掩于字里行间中；一个勤于学
习，孜孜探索，对教育规律不懈追求者的身影隐于笔端。晓鸿同志不以我才疏学
浅，嘱我作序，我愿将读后点滴感悟，加之我的理解，作成此序，一为抒发欣喜之情，
二为读者抛砖引玉。

我与刘晓鸿相识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当时她刚刚毕业，正是意气风发，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的年代。那时我在区教研中心工作，有幸接触各学校的青年才俊。刘
晓鸿凭着她扎实的基本功、良好的课堂驾驭能力以及那股不服输的劲，很快在全区
小学教师中崭露头角，夺得了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教学能手评选、学科带头人比
赛等各类大赛桂冠，成为元宝山区教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当时认为其成绩的
取得，主要是个人素质、能力突出的结果。读了书稿，才真正理解了“苦心人、天不
负，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没有二十余年日积月累的深厚积淀，哪有今天笔下数
十万言？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广大青年教师深思和借鉴。

晓鸿的这本书之所以取名散记，因不是一时一地就一个方面而作，时间跨度很
大，内容涵盖小学语文的方方面面，点画出一个青年教师成长的轨迹。全书分为学
习篇、成长篇、感悟篇、教研篇，正是按人的认识规律由浅入深排列的。凡成名成家
之人，均为所研学说集大成者，虚心学习，博采众长，方成一家之言。“学习篇”中用
心学。在“学习篇”中，作者学魏书生、李镇西，学王崧舟、支玉恒，把每一次的培训
课堂都变成了主动学习的地方，而不是被动听讲的地方，听讲的心得付诸笔端，融
入自己的思想，达到了和专家们心与心的交流。“成长篇”里看成长。每一篇教学
设计、说课案、演讲稿，都是吃透教材，抓住其精神和实质，独辟蹊径，点亮学生心灵
的灯，前显稚嫩，后透成熟，循序渐进，不断超越自己，成长脉络清晰可见。“感悟
篇”中蕴真情。作者用女性特有的感性和细腻，捕捉从教生涯的点滴感动，感于心，
发于端，内有溪流涌动，外泄喷薄而出，不吐不快。既书写了“青葱岁月”，又“聆听、
感悟、收获”，就这样“学习着、成长着、快乐着”，“做一个会生活、爱工作的人”。“教
研篇”中见功夫。“教研篇”篇幅最长，无疑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论文中有对教育改
革的清醒认识，有实事求是的总结，有睿智的把握，有理论上的清晰表述。论文紧

１

序



密结合教学实际，理论上拥有高屋建瓴之势，将小学语文教学的真知灼见涵盖其
中，足见作者理论功底之深厚。在此不一一赘述，还是留给读者用心品味吧！

刘晓鸿同志是一个有心人，她时时留意、处处积累，才有了今天写书丰富的素
材；她又是一个用心人，虽做不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也怀有一颗惶恐之心，
字斟句酌，以免贻笑大方。本书所收文章，因成作年代不同，前期作品稍显稚嫩，但
为维其真实，未作任何改动。原创原作，原汁原味，不加粉饰，只求真实，是本书的
特色。而踏踏实实，简简单单，不矫揉造作，挥洒真性情，正是刘晓鸿做人的本色。

元宝山区教育局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注：张文军，现任赤峰市元宝山区教育局副局长、赤峰市教育教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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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课“三味”
———听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讲座有感

每每听完一次教研课、竞赛课，总免不了听到有的教师说“这语文课没法上
了”、“最难上的就是语文课了”、“我以后可不教语文了”……是呀，语文课到底怎么
了？在教育教学改革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的语文课到底该怎样上？怎样的语文
课才是好课呢？

今天有幸看到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的教育理论，不免眼前一亮，心中豁然开
朗。王老师说：“一堂好的语文课得有‘三味’：第一味是‘语文味’；第二味是‘人情
味’；第三味是‘书卷味’。”

一堂好的语文课，首先得有“语文味”。那么，什么是“语文味”？王崧舟老师
说：“语文味”就是守住语文本体的一亩三分地。语文的本体是什么？显然不是语
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即“写的什么”。而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承载这些内容，
即“怎么写的”。语文要学的就是“这个”，语文味所指的就是“这个味”，具体来说，
表现在“动情诵读、静心默读”的“读味”，“圈点批注、摘抄书作”的“写味”，“品词品
句、咬文嚼字”的“品味”。语文味越浓，课就越好。

一堂好的语文课，必须得有“人情味”。这里的“人情味”有着三层意味：一是指
语文课要有情趣，枯燥乏味、机械刻板的语文课注定不受学生的欢迎，不受学生欢
迎的课能称为好课吗？二是指语文课要注重情感熏陶、价值引领，否则，语文课就
会患上“丧魂落魄症”，沦为“空心课”；三是指语文课要以人为本，充满人文关怀，对
学生要尊重其人格、理解其需求、赏识其个性、激励其潜能，真正为学生的幸福人生
奠基。

一堂好的语文课，最好还能有点“书卷味”。有的语文课，初看时满目繁花、流
光溢彩，但细细体会，则味同嚼蜡，整个感觉就是缺乏内涵、缺乏品位。有“书卷味”
的语文课，初听时可能不觉得怎样，但往往越嚼越有味道。有“书卷味”的语文课，
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内含丰厚的文化底蕴；有“书卷味”的语文课，儒雅、从容、含
蓄、纯正；有“书卷味”的语文课，常常灵气勃发、灵光闪现，或在教学设计上别出心
裁，或在文本感悟上独具慧眼，或在课堂操作上另辟蹊径。总之，有“书卷味”的语
文课才是大有嚼头的语文课。

读完王老师的语文课“三味”，我不禁想到了我们的有些语文课，总是喜欢“红
杏出墙”、“为人作嫁”。课堂上，教师辛辛苦苦、忙忙碌碌，总想面面俱到，教了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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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怕忘记教写作，谈了写作方法又怕忽略了朗读的指导。有的课堂注重知识内容
的任意拓展，而忽视了语文课的本体训练；有的课堂热热闹闹、唱歌跳舞，学生的活
动形式多，唯独读书不多，没有进行语言训练，语文教学变成了艺术教学；还有的课
堂，“你喜欢学哪一段？”“你想先学什么？”“你想怎么学？”让学生自读课文、自定学
习内容、自选学习方法已是当今阅读课上的“流行曲”，的确，它能高扬学生的主体
精神，是物本向人本的提升，是认识活动到生命活动的提升。然而凡事都有个度，
当新的课文还没有成为学生产生强烈阅读欲望的“诱因”、学生还没有对阅读文本
产生欲罢不能的内驱力时，便让学生自定、自选学习内容，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还有，在汇报（全班交流）时，学生汇报什么，教师就教什么，自己没主见，教学无主
次，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如此教学如何能有益、有效？

今天，品读了王老师的这“三味”，相信会给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增添新的
滋味！

（２００２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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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分分做老师，扎扎实实教语文
———听著名特级教师支玉恒课堂教学有感

近日，元宝山区附属实验小学邀请到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支玉恒来校讲
学，我有幸作为全区语文教师代表参加了听课。说实话，这是我第三次面对面聆听
支老师讲学，每次听课都有不同的收获。

支老师，本来是体育教师，年近４０才改教语文，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和鲜明的教学特色，在小语界独树一帜。他学历不高，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却形
成了深厚的教育素养，对语文教学有着切中时弊的见解，撰写了近百万字的语文教
学论文和专著；支老师没有任何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手段，而他课堂的激情却令人难
以忘怀。支老师幽默风趣的教学语言、精湛的教学技艺、朴实无华的教学风格都给
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支老师幽默风趣的语言。上课伊始，支老师像个邻家老爷爷一样，与
学生的交流自然、朴实而真切。当主持人宣布“下面为我们上课的是全国著名特级
教师支玉恒，大家欢迎”后，支老师开始了他与学生的交流。“同学们，你们刚才听
到主持人说什么了？”有的说“听到了您叫支玉恒”，有的说“您是全国著名特级教
师”。“那你们说说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学生说都是真的，支老师问：“你们以
前认识我吗？”学生说：“不认识。”“那不认识，能说我是著名的吗？所以说这句是假
的。”学生大笑，这一交流，不仅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也激发了学生上课主动发言
的积极性。

其次，是支老师朴实无华的教学风格。支老师讲的是《第一场雪》，课中，没有
生动形象的教学课件，没有华丽无比的教学语言，有的只是课堂简单的教学构架、
老师朴实动情的点拨和孩子们反反复复的朗读与感悟。就是这看似原始的教学方
式，却激起了全体上课学生和听课教师们的情感共振，我们品尝到了浓浓的语文味
道。

（课堂摘录）
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柳树条上挂着“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我

们平常的感觉，凡是毛茸茸的东西，一般不会闪光。那么这个“毛茸茸”的银条，为
什么却又“亮晶晶”？

生：因为那是雪落在柳枝上，被太阳一照就闪光了。
师：他说那银条儿是雪组成的，这一点是对的。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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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那银条是雪。开始，雪是毛茸茸的，后来被太阳一照，晒化了，变成了水。

水就是亮晶晶的。因此说这个银条是“毛茸茸、亮晶晶”的。

师：非得变成水才亮晶晶吗？雪本身不亮吗？再说，北方的冬天，下了这么大
的雪，不会太阳一出来马上就化了。可能在南方，雪不等落到地面上就变成水了，

对不对？（学生答对）但是那雪为什么会沾在柳枝上？答案在课文前面。（读文）
“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因为是第一场雪，天气还不是
十分寒冷，所以开始下的是雨。这雨把柳枝———（学生接：打湿了）。雪落在打湿了
的柳枝上，越积越多，变成了———（学生接：银条），因为它不是特别光滑的，是凹凸
不平的，所以看起来是毛茸茸的，太阳一照，就会亮晶晶。还有一个：凡是“蓬松松”

的东西———比如一团棉花吧———它就不会“沉甸甸”，但是课文为什么又说“蓬松
松、沉甸甸”的雪球呢？

生：因为那是一棵树上的雪积在一个地方，因此它是蓬松松，而且沉甸甸。

师：没有真正分析出来。

生：书上说“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雪落在树枝上非常沉重，所以是沉甸甸的。

师：还是没有说清楚。大家看这儿……（教师在黑板上画松枝积雪图）这是一
根松枝，这是冬天不落的松针。密集的松针把落在它上面的雪都托住了，成为一个
雪球。雪球给我们的感觉当然是蓬松松的。但这个雪球是由一根松枝来负担着。

当微风吹来的时候，松枝就托着雪球摇晃，好像负担不了这个雪球似的。所以又给
我们的感觉是沉甸甸的。是不是这个雪球真的沉得我们抱也抱不动呢？

接下来，支老师用鼓动的口气说：“谁敢说我是班上朗读最好的？”经过同学们
的推选，一个孩子站起来，读得很好。支老师又风趣地说：“目前为止，他是我们班
上读得最好的。现在他就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谁能读得比他好，把他读坐下去？”
“老师，我来读，这回他肯定得坐下去。”大家都笑了……

特别是在学习“雪后”一段时，支老师又用鼓动性的语言引导：“雪景这么美，谁
能美美地读一读？用你的朗读把大家带到广阔的雪野中去游览一番！”一名学生读
得还可以，支老师以他独具特点的语言风趣地说：“读得不错，但他刚刚把大家带到
雪野的边上，谁能再把大家往里边带一带？”下一个学生读得反而不如前一个，支老
师又风趣地说：“刚才那位同学好不容易把我们带到雪野边儿上了，你又把我们带
出来了。”同学们开怀大笑之后，又投入到更加努力之中，争先恐后地希望把老师和
同学们带入雪野中去，一次比一次读得好，有的同学甚至超水平发挥，表现出的朗
读效果令听课老师们叹服。

支老师教的语文课，是名副其实的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读书课，学生在“读”中求
懂、求通、学会、会学。

此外，他设计新颖、重点分明、脉络清晰的板书也深深地吸引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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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板书： 《第一场雪》
骤然寒风冽，
雪寂山村夜。
江山粉玉积，
丰年及时雪。

是呀，近距离接触名师、大师，才感觉到他们课堂的朴实、扎实、真实；才感受到
他们对教法的慎重选择，对教学环节的精心设计，对教学目标的准确落实，对学生
发展的全面关注；才感悟到他们对语文的热情、激情和真情！名师文化底蕴深厚，
让人羡慕不已。像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师，需要博览群书，充实自己，要用一生的时
间准备好一堂课，打造自己的特色。“本本分分做老师，扎扎实实教语文。”

课下，我搜集支老师的板书如下：
《桂林山水》

慕名观赏荡舟行，
静水清清碧玉凝。
奇山含秀危峰险，
人入画中更添情。

《可爱的草塘》
不知草塘　不爱草塘　远离实际
初知草塘　赞美草塘　目睹耳闻
深知草塘　珍爱草塘　亲身体验

《再见了，亲人 》
不是亲人———就是亲人———胜似亲人
抓事实———理解———说服
抓情感———体会———感动

（２００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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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语言文字训练，培养语感能力
———听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执教的《翠鸟》有感

一直以来，我虽然深知加强语言文字训练，培养学生感受、理解、品味言语的能
力，让学生积累使用语言的经验，有利于提高学生感受生活、认识世界的能力，有利
于提高学生熟练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能力，有利于整体提高学生语文
综合素养，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仍然处于迷茫状态。近日，有幸在赤峰亲耳聆听了
著名语文大师———于永正老师执教的《翠鸟》一课，我深受启发。

于老师那和蔼可亲的教态、规范漂亮的粉笔字、精彩流畅的教学流程、博大精
深的教育艺术和教育智慧感染着每一位听课的教师，特别是他的几个教学片断无
不体现着对学生语感的培养。

一、语感的训练在扎实的字、词、句教学中展开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怎样培养学生体会出字面意思背后的感情色彩？于老师
的课给予了很好的诠释。他在与学生交流了解课前预习情况后，在黑板的田字格
中，端正漂亮地板书“翠鸟”。

（课堂实录）
师：下面就看于老师写课题。咦？这个“翠”字怎么写啊？提笔忘字了，谁能提

醒一下于老师“翠”字怎么写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生：“翠”上面是个“羽毛”的“羽”字。
生：不带钩的。
师：噢，明白了，谢谢大家的提醒，“羽毛”的“羽”字下面不带钩的。请小朋友抬

起头来，看于老师写，并且也提起手来跟着于老师把课题写一写。
师：既然已经预习了，问一个问题，“翠鸟”的“翠”是什么颜色啊？拿起书，默读

第一自然段，看看从哪儿可以看出“翠”是什么颜色。
生：是绿色的。
师：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请你读读句子。
生：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橄榄是绿色的，所以“翠”就是绿色的。
师：噢，有理，那还能从哪儿看出来呢？
生：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
师：既然“翠”是绿色的，那为什么不叫“绿鸟”，而要叫“翠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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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为叫绿鸟声音不好听，叫翠鸟好听。

师：叫翠鸟声音就好听，叫绿鸟声音就不好听？这可不一定。

生：因为翠鸟外形美，音节动人。

师：是啊，同学们在读课文时，一定注意过有个词叫青山绿水，那颜色就可以叫
重峦叠翠。有一种竹子，叫翠竹。为什么要用上这个“翠”字呢？听了有什么感觉
呢？

生：翠就是很亮。

师：这个翠字不仅表示绿色，颜色亮一点，而且还表示很可爱，好听。这就是汉
字的一个特点，它不光表明一种意思，还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叫翠鸟多可爱啊，让
我们把课题再读一遍。

生齐读课题。

在“翠”字的教学中，教师板书课题，引导学生认识字形、读题识字音。尤其在
字意的处理上教师独具匠心：先让学生结合课文中的语言文字认识“橄榄色”、“翠
绿色”、“浅绿色”，知道翠鸟是绿色的鸟。接着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扩词，联系生活
经验进一步，认识“翠”是一种什么样的绿。最后进一步提炼引出“翠”字所蕴含的
透明、鲜亮的感情色彩，学生结合课文、结合生活经验，认识了“翠”的字意，教师进
一步引导学生了解“翠”所表现的感情色彩。这就是语感训练、切切实实、扎扎实实
的语感训练，如果教师日常词语的教学都这样逐词、逐字地引导学生领会字面意后
的感情色彩，那么，学生的语感训练，语言能力的培养就落到了实处。

二、语感的培养在读中完成

在第二段教学中，于永正老师重点指导了第二句这个长句，要求断词、断句、读

通顺、读正确，在学生读正确的基础上，教师点评：“听了你的读，我感觉翠鸟飞得不
够快、动作不够轻。”然后让每位同学自由读，读出翠鸟飞得快、动作轻，再指多名学
生读。

第三段教学中，教师找了一位小男孩来读，他读得正确、流利，还读出了一定的
感情。老师借机抓住关键词指导：“小鱼悄悄地把头露出水面，吹了个小泡泡。多
轻多巧呀！”再指名学生读，第二名学生读出小鱼的轻巧，老师进一步指导：“小鱼这
样机灵，‘翠鸟蹬开苇秆，像箭一样飞过去，叼起小鱼，贴着水面往远处飞走了’翠鸟
多快多轻呀。”先后指三四名同学比赛谁读得更快更轻，教师范读后，学生齐读第三
段，教师小结：“翠鸟飞远了，苇秆还在摇晃，水波还在荡漾。这是文章最精彩的地
方。”接着指导读第四段……

就这样，教师以读代讲，通过有层次的读、有层次的感情朗读的指导，引导学生
体会出文字的深意，学生在读中想象文字的意境，完成了个人内心世界对文字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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