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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风格———
教师走向成功的必然追求

成尚荣

教学风格与教学流派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教学风格

既是教学流派诸多规定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又是教学流派的

一个显著特征，而且是形成和发展教学流派的重要基础。所以，教

学风格是教学流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教学流派形成和发展的有效

途径和切入口。促进教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尊重和提倡多

样化的教学风格，研究教学流派不能不研究教学风格。

在苏派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苏派的一些代表性人物都形成

了自己鲜明的教学风格。多姿多彩的教学风格形成了苏派教学百

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彰显了苏派教学的魅力和特点。苏派教学风格

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苏派教学的特点及其优势有更为清晰、更为

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进一步促进苏派教学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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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长江路小学特级教师王兰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王

兰在“文革”前就成了名师，积累了鲜活的经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

教学风格。“文革”后，她以更火热的情感、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投入到教学改革中，即使当下已八十多高龄，仍在教学田野里辛勤

耕种、研究，指导年轻教师。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教学不能瘫

在那里。”她直白、素朴的语言告诉大家，教学要立起来，瘫是平面

的，无核心、无主线的，是散乱的；教学立起来，才会有立体感、厚重

感、主题感。因此，她追求精益求精，形成了“精致”的教学风格，引

领学生在精致的语文学习活动中，感受语文的本真与美丽，享受语

文学习的快乐与幸福。这是最近几年来，她与她的团队，对她教学

风格的概括与提炼。她与她的团队，已进入了自觉研究与追求的状

态，特级教师刘军也成了代表人物，一大批年轻的教师正在快速成

长，一支优秀的“长小团队”已经形成，可见对教学风格的自觉追求

是多么重要。因此，我们决不能说，王兰原先没有教学风格，而只能

说，是过去缺少认识与发现，缺少提炼与提升。

王兰和苏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以自己发展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教学风格是教师走向成功的必然追求，是名师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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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兰和谐教育思想的实践与传承

　

　　

追求本真的语文教育，坚守和谐的教学思想

课题组

王兰老师在教育的岗位上，用６０多年的努力诠释了生命的意

义，显现了生命的品格，昭示了生命的价值。这是和谐教育思想的

要义和精髓。这个要义至少能够给我们如下启示：教学水平的提高

离不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专业的成长和爱岗位爱事业是紧密相

连的，从来就没有不敬业的专业成长；对完美教学艺术的追求就是

对高尚人生志趣的追求。教学的艺术涵盖着审美的意趣，更涵盖着

高远的人生境界；王兰老师的和谐教育思想是她几十年如一日对高

超的教学艺术和高远的教育境界不懈追求的统一体，这是一个教育

工作者实现其主体价值的不竭动力。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但王老师并不认可培养年轻教师就是一

般意义上的师傅带徒弟。王兰老师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也是一种“和

谐教育”思想。王老师认为教学不是工厂里的机械操作。培养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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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既有承前和启后的关系，也有保持传统与开拓创新的问题。不

要说教育思想，就是一个人的教学方法，王老师所奉行的还是讨论

与探究。王兰老师最早研究实验的是和谐教育，培养年轻教师如何

达到“和谐”。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春秋时代

“和同”是一个互为对立的术语，同谓单一不二，无所差异。和能生

物，同无所成。王兰老师很赞成古人的这些见解。王兰老师对年轻

教师既严格要求，同时又鼓励他们大胆发表意见，大胆走创新的道

路。王兰老师认识到，自己和年轻教师也要“和而不同”，于是，新的

事物就产生了，这在她的第一个徒弟刘军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事

实上，刘军老师不但能独当一面，而且上课、教学、研究都有了自己

的风格与特点。

如今，刘军老师早已成为知名特级教师。如果说王兰老师早在

８０年代初就重视年轻教师的培养，那么，她退休后则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对年轻教师的代际传承、持续培养的思考与行动中去。现在

的南京市长江路小学，被视为得到王老师亲传的宋建玲、薛莉、钱辞

苑、马超俊、秦钰……他们中间最年轻的可算得上是王兰老师的第

四代徒弟了。

　　一、王兰语文教学流派核心思想及理论支撑

王兰老师语文流派核心思想是：语文是一种幸福的生活，而这

种生活，在语文本真思想中成长起来。

王老师首先把语文教学当作师生的一种共同生活。这是一种

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体现在哪儿？体现在这种生活是在语文本

真思想中成长起来。

本真思想是什么？

本真是把握精髓的。王老师关注学生生命成长，引领儿童追求

语文生活内心的幸福体验。王老师不是把语文当成任务和要求，而

是把语文当成幸福的礼物。学习语文是快乐的过程、享受的过程、

成长的过程。

本真是追求真实的。真实是课堂的生命。教学不是表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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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秀，教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

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凸显学生的地位。

本真是追求质朴的。质朴的是生活化的，是具有生命意义的，

追求心灵的丰厚。不追求花哨，但对一字、一句、一段都要精心设

计，环环相扣，丝丝入微。

本真是追求自然的。自然的是原本状态的，带有泉源性。因

此，有更多的生长性，更大的生长空间、发展余地，呈现出一个更加

美丽的世界。

以上核心教学思想的理论支撑是：和谐教育观、儿童发展观、审

美理论。

　　和谐教育观

王老师语文教学流派重要理论之一来自和谐教育理论的支撑。

和谐既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

王老师说：语文教师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语文发展水平，找准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整体设计和安排语文教学活动，力求语文教

学过程诸要素之间处于和谐状态。

王老师和谐的课堂语文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的和谐；拼音、识

字、阅读、口语交际的和谐；课堂的和谐，师生的和谐，生生、生本的

和谐；形式和内容的和谐；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和谐；工具性和人

文性的和谐，多元解读和标准答案的和谐；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的

和谐……王兰老师总是将语文教学定位在与时代相呼应的人文精

神陶冶的层面，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以培养学生和谐、健全的人格为

己任。

　　儿童发展观

小学生就应该是儿童，儿童是人生的特定阶段。当下语文教学

只看到“小学生”，忽略了“儿童”。王老师坚定不移地认为小学生首

先应当是“儿童”，语文教学对象是儿童。

王老师说：语文教学是为儿童的，是基于儿童的，是促进儿童发

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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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思考从何而来？是对儿童认识的深刻，王老师眼里儿童

具有可能性，是有丰富可能性的人。这种可能性就是发展性。

　　审美理论

审美理论是王老师语文教学核心思想理论支撑之一，其精髓是

“美在和谐”“美在自由”。

王老师说：教师应以轻松愉快的方式把美的对象显示给受教育

者，使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完全出于自觉，出于对美的渴求和向往。

王老师的语文教学实际上是强调语文教学各个组成部分的综

合协调，以及各种关系和联系的相互转化和相互融通，以此达到“精

致”的境界。

　　二、王兰教学流派的教学风格

在教学核心思想、教学主张的引领下，王兰老师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教学风格。歌德说过：“风格，实际上是艺术家所能企求的最高

境界。”确实，王兰老师正是把对自己教学风格的不懈追求，当成教

学艺术的最高境界。

　　王兰老师教学风格

王老师教学风格的核心是精致与美丽。精致表现在形象的高

雅；精致表现在讲究、关注大局下细节的处理；精致表现在不要瘫，

要立体化，要拎；不要散，而要格子化；不要只进不出；精致表现在语

言上注意教育性和语文味、生活化、儿童化。这是和谐教育理念下

的精致，精致又让和谐的理念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让和谐的理念具

有更美丽的文化意识，精致是一种美丽的和谐，进一步体现着和谐

的思想。

王老师的精致，是高雅的、大气的、质朴的。精致离不开高雅。

王老师很注重教师的讲台形象，她常说：服装可以鲜艳，但不可以妖

艳；款式可以时尚，但要不失庄重。精致离不开大气。王老师不是

只顾细节，而没有全局观念；也不是谨小慎微，小心翼翼，而是很大

气，很灵活。她认为每一课的教学都要着眼于掌握方法，提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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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课的教学要从大处着眼，在关注大局的前提下，再进行细节的

处理。如，《小山羊》《雨点》等课文每段结构相似，都坚持从扶到放，

进行学法指导。再比如《咏华山》一课，这是一年级下学期的一篇课

文，课文采用文包诗的形式，借文学诗，歌颂华山的雄伟壮丽。通过

对文本的反复解读，王老师发现，无论是写爬山、山顶观景，还是寇

准吟诗，教材重点突出的是华山的“高”。抓住了这一核心，在教学

中，她紧扣教材，随着作者“登山”“观景”“吟诗”的思路，抓住细节展

开教学。比如在体会登山之难时，教学中就抓住“艰难”这一关键词

进行理解，采用层层深入的方式。第一层次，先从字面上理解，知道

“艰难”就是很不容易，非常困难；第二层次，借助形象的图和语言描

述，将学生带入课文情境中去，体会山是那么高那么险，路是那么窄

那么陡，从而感受登华山之难；第三层次，通过朗读，读出“艰难”的

语感。正是这种将解释词语、感悟意思到朗读表达融为一体的教

学，使课堂显得扎实而高效。精致与质朴不矛盾。她的课堂总是很

扎实，很朴实，不作秀，甚至对孩子的评价都很实在，特别是对学生

观点错误的真话，总敢于否定。

王老师教学风格的精致体现在设计的精心。王老师一直强调，

每一堂课的教学都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一切为了学生。小学语文

的教学应当更多地去关注儿童的心态，儿童的感受，儿童的兴趣特

征和思维方式。四年级的《雾凇》一课老师从课题就进行音形义的

结合了，重点放在了“凇”的形和义结合上。老师先请学生读准课

题，然后提出“雾凇”的“凇”为什么是两点水呢？我们以前学过哪些

两点水的字呢？引发学生思考。学生说有“冰”“冷”“冻”。老师让

学生去发现这些两点水的字在意义上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学生发

现“冰”“冷”“冻”这些字都和寒冷有关。老师此时点拨：“三点水旁”

表示水，而“两点水旁”就是水蒸气遇到冷凝结起来了，水被冻住了，

三点水变成了两点水了。这时学生豁然开朗明白了“雾凇”就是水

蒸气遇冷，凝结在树上形成的冰花。所以“雾凇”的“凇”是“两点

水”。这里的“两点水”可以告诉我们“凇”这个字的意思，而右边的

“松”告诉我们整个“凇”的读音。音形义在这里就结合起来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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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侧重的，重点放在了形和义的落实上。此处课题“雾凇”扎实有

效的教学，为整篇课文的教学起到了一个“一拎而百顺”的作用。

精致体现在教学方法呈现的精妙。王老师常说，采用多种方法

识字，符合儿童年龄特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第二册语

文书上有这么一课：有马能行千里，有土能种庄稼，有人不是你我，

有水能养鱼虾。教材一改以往用猜谜的方法来巩固识字的做法，而

是从猜谜入手，在解谜的过程中认字，并让学生感知造字的一种规

律。王老师做了转盘形的教具，转盘中心是“也”字，周围是不同的

偏旁，如“马”“土”，让学生拼凑出“驰”“地”，再引导学生推想出“他”

“池”。这样，不仅记住了字形，也理解了字的意思，同时学会了一种

识字方法。

精致体现在教具、多媒体使用的精巧。初入学的儿童，学习拼音字母，有

很多困难的地方，王老师总是把枯燥的内容形象化，通过使用教具或多媒体

辅助教学，帮助学生突破难点，王老师教ｊ、ｑ、ｘ和ü相拼ü上两点省略这条抽

象的拼写规则时，首先通过蜜橘的图和音节在图下板书：ｊ—ü—ｊｕ，学生发现

原来韵母ü上有两点，到了音节里ü上两点不见了，提出了问题。教师就用能

抽动的活动教具，边演示边讲：“小ü真淘气，碰到声母ｊ，就把两眼闭。”接下去

引导学生运用这条规律去学习ｑｕ、ｘｕ两个音节，最后归纳出：“小ü真淘气，

见了ｊ、ｑ、ｘ，就把两眼闭。”学生很快记住了。书写字母时用多媒体播放优美、

抒情、恬静的音乐，让学生轻松愉快地进行学习，使学生们感到学习是一种

乐趣。

精致体现在语言上的精准，精准也是王老师对自己和青年教师课堂语言

的要求。王老师要求青年教师的课堂上，不能多说一个字，也不能少说一个

字，每一句话都要经过慎重的思考。同时，王老师特别重视引导学生体会文

本中精准的语言描写。《台湾的蝴蝶谷》一课中有一句：“一群群色彩斑斓的

蝴蝶飞过花丛，穿过树林，越过小溪，赶到山谷里来聚会。”这里都可以用“飞

过”也不错，然而为了让学生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准确性，王兰老师设计这课

时让学生查字典，“穿”“越”在这里表示什么意思？（“穿”在此表示从树林的

空隙中通过；小溪挡住去路成了障碍，所以要用“越”过去。）从而使学生不仅

感受到我们祖国语言的丰富，而且用词很准确。的确汉字富有神韵，具有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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