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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黄嘉荣是我的弟子，他编著的《笔耕集粹》一书是他集

34 年来从事县级以下的乡镇级农村九年义务初中语文教育、

教学、教研、教改工作经验并使之上升成为理论后结集而成

的。

这本书体现了农村初中语文教学中基层教育的特色。从

书中所编著的 41 篇文章来看，对农村初中语文的教育、教学、

教研、教改研究工作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黄嘉荣在乡镇级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

进行改革的艰苦探索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望弟子继续努力，不断进取，写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

为农村初中语文教育、教学、教研、教改研究工作作出新的

贡献！

                                   

                                        徐啸虎

                                2013 年夏于玉溪师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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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教学论文集。

这是让人真心尊重的一位山乡教师在育人田野里留下的

一行行心灵足迹。其间不只凝聚着语文教学的智慧，更闪烁

出正心立人的光辉。

黄嘉荣老师躬耕边疆乡村教育三十余年。这三十余年里，

语文教学遭遇了现代社会商品化和工业化的挑战，通过语言

文字延续人文脉息的审美活动时常被现实功利色彩所涂抹，

教师往往更关注学生升学成绩的提升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策

略。但黄老师没有止足于字词句篇的阐释技巧，也没有机械

照搬任何一种被视为卓有成效的教学模式，而是专注孩子们

成长的梦想，由技入道，由情及理，数十年闻鸡起舞、种瓜

点豆，把语文教学的自觉尽可能伸向诗意人生的境界，把育

人为本的根须尽可能扎进仁厚而坚韧的经典深处，以奔涌心

灵激情的讲述姿态牵引孩子们的审美期待，进而分担孩子的

艰辛亦分享孩子的欢欣，扶稚幼于迷茫，助贫弱于学途。《笔

耕集粹》正是这样一份为着未来功业远行的记述以及“授人

以渔”的回望感悟。字里行间，透射着教育的自信和创造的

迷醉，质朴而热忱。

从根本上说，教育离不开范本，语文教育更不能脱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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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本。但对经典的审美判断往往又取决于教师本身的审美

视野。教师“能见度”的高低当然决定着学生“可见度”的

多少。为此，黄嘉荣老师持信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传承与创新

的过程。他关注语文教学中的素质教育与学生主体性发展的

问题，探究审美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亲证目标教学对学

生发展的影响，发掘语文教学设计的新意，梳理课程内容的

逻辑……所有的努力都为着把注重人格修持和境界涵养的人

文脉息带到自己一生坚守的领地，并通过传承转化为乡村孩

子摆脱迷惘的精神资源。这也正是这本书的意义：当人们正

在因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困惑焦虑的时候，黄老师所教的孩

子德艺皆长，青出于蓝，他因此同许许多多锻铸崭新形象的

老师们一样获得了生命的分量。

三十年只是一瞬，路还很长。

老师想走多远最终取决于学生能走多远。一本书可以成

为见证，但真正能够实证的只有孩子们的健康、智慧和自尊。

是为序。

　　　　　　　　　　　　　　　　　　任宏志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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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拳拳儒子心——为黄嘉荣老师《笔耕集粹》作序 

吴正荣

一

乍然接到个作序的请求，感到突兀。看自我介绍，是我

1982 年在思茅师专上电大写作课时的学生黄嘉荣。一点印象都

没有了，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遥远而陌生。接着便是一种拒

绝心理，我从无想给人作序的念头，或不给人作序是我的一个

人生恪守吧。一是我非官宦名流，话语权威。作序似乎是这些

人的专利和爱好。二是作序似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尽管有时

我亦未能免俗。但人家一点巴望都不能给予满足，而耿耿于不

愿流俗于时下说些言不由衷的违心好话，似乎有不近人情之嫌，

就干脆一概不作。再说，对中学语文，尽管上个世纪 80 年代因

工作涉及管理与研究较多，但自 90 年代后，我的重心已转向佛

教生命学，与生命整合心理学的研究与实践上去了，只是在做

中学生心理与学习咨询，心智成长研究与训练时，还较为熟悉，

却已非纯粹的中学语文了。我不想敷衍。

加之近年也感到精力体力有些吃重了，而我自己也尚有《〈坛

经〉大生命观论纲》、《生命整合心理学》、《生命品质提升教程》、

《超优品学》、《家长教育新思维》等每部都动辄三五十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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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正在整理出版，已对出版社一再违约地拖延了。我不愿多

耽搁。

然而，首先是看了嘉荣的初中语文教育、教学、教研、教

改论文集《笔耕集粹》，加之我身边恰好有一个学生，曾是他

所在的因远镇中学考出来的，听过嘉荣的课，了解嘉荣的教学

与为人，对他赞扬与敬佩有加。令我产生了一种类似于震惊的

感动的，倒不只是看得出这是一本近于一生心血的结晶。这不

是套话，而是感觉到了一种生命敬畏于职业的真诚、坚守，纯

粹得令人感动的心灵神圣。整本书稿，每个字都是还冒着汗味

的脚印。那种每一课、每一篇都认真精心的设计写作，及教育、

教学、教研、教改四个方面的学科完整，可以看出这不是一般

乡下老师的闭门造车，是有视野、有思考、有功底、有构思的

长期坚持实践，扎实研究的心得必然。

特别是了解了黄老师的经历，几乎全是在偏远乡村教学岗

位上竭尽全力的一生：不断地考学进修，完成学历自我提升；

不断地读书学习，提高教学水平；不断地研究探讨，提高教育

素质，发文作集，已成硕果；不断地进取推动，讲座研讨，评

比获奖……等等的等等，无数的无数，我眼前浮现的，完全是

一个如工蜂如工蚁般的、虽卑微忙碌，却用得上伟大这个词的

形象。

特别是放眼当今人世滚滚红尘，不是当官就是发财的主流

洪潮裹胁，尽是急功近利，不离名利，几人能免？而黄老师一

生扎根于边远山区的教育事业，一生只做普通教学岗位上的教师，

却如此地始终如一，只有勤劳勤奋，不知停歇，没有名利，甚

至连窝都没挪过一下。这更是令我们看到了一种类似宗教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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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了。在这连教育这一最后一方心灵之地也备受污染的当今，

已是教育者相当稀缺的精神与良知，我触摸到了。有几人还能

像这样执着于没有希望，没有利益的职业认真？还这样认真思

考，努力实践，倾心探索着已没几个人热衷的教育事业。并且，

这样坚守在山乡的不乏其人，但能这样心灵坚守，思考探索不

辍，终成善果的，却凤毛麟角。单凭这份令人无法不感动的精神，

就必须有人为他做最后的守护！故而，这样的序我应当写，义

不容辞。

加之，嘉荣邀我作序时，我正被学校选派，通过云南省教

育厅选拔，成为教育部、财政部“国培计划（2013 年）——骨

干教师高端研修项目”的“种子教师”，云南省四名高校教师专

家之一，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培训，又通过第三轮的十项打分

遴选胜出，被北京大学正式聘请为北京大学“初中语文”学科

教师工作坊主持人。在近十五天的两轮研修培训中，完成了一

次中学语文教育教学学科领域的强化恶补，听研全国一流语文

教育教学专家的讲座，从新课标课改，到教育新理念的不同观

点交锋；从具体课程文本阅读教学的案例研讨，到教学课题的

研修方案设计，无不全面深入涉及。因而，也算是为嘉荣的语

文教学心血文集作序获得了一个资格。我不敢亵渎。

二

语文是一门基础性很强的人文性学科。上语文课看似简单，

要上好却又很难。特别是近些年来语文教学观念的混乱，按教

参把语文上成教条，教教生字，解解词语，读读课文，做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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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有之； 把文本当尸体支离破碎地拆解一番者有之。观嘉

荣《笔耕集粹》，知他不是一个盲目的教书匠，是个始终在一个

明确的目标上精进探索，一心不乱，有自己教育理念追求的老

师。他坚持“大语文”的教学观念，通过语文文本，把人文精

神贯穿体现在教学中，通过语文极力体现出培养学生的审美情

趣、生活情趣、生命情趣，这正是我所欣赏的。嘉荣的“大语文”

教学观念与实践，是相对于目前只会死记硬背，只会以分数作

为唯一衡量学生的标准而言的“小语文”的突破尝试。而且从

教育、教学、教研、教改四个方面的文集结构，体现了嘉荣扎

实全面，完整系统的学科探索结构。很多文稿是精心设计、精

心教学的第一手资料，真是一份难得的教心脚迹，更是一份个

性化的教史借鉴。  

《笔耕集粹》内容广泛，时间跨度大，些许文字，难尽其妙，

大致梳理，概述一二如下：

1. 体验式教学

“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很强的学科”，填鸭式、解剖式的教学

是无法完成其人文的教育与审美的熏陶功能的，而体验式的教

学，则能很好地表现这一功能。通过体验，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

感受，而不是枯燥的说教灌输。这不但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主动性，把语文课上出精彩，还能使学生的想象力、体验力得

到提高，从心灵深处蒙受熏陶。这种让学生“体验”的教学方法，

是黄老师主要的教学教研的特色之一，在《笔耕集粹》一书里，

黄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用“体验式教学”之名来阐述，但处处不

乏对体验式教学精妙的运用心得总结与探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