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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春日清晨，一位年轻语文老师找到我，让我看他近七年来写的一些有

关教学的文字。我平时与他接触不多，印象中他是个沉默的小伙子。他请我过

目，或许包含着对我的几分尊重。作为一名“老语文教师”，一位热爱文字并与

之打了多年交道的教育工作者，我想，我应该读一读，看看年轻的80后有何教育

心得，又是如何在反思中不断进步的。

我拿起文稿，从第一篇开始便吸引了我——《珍视课堂中的“异想之

美”》，由传统文化入手，反思现代教学的利与弊，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给

学生留下巨大的审美空间，让他们多想象，多创造。此外如《天涯游子梦故乡》

《有一颗寒星叫祖国》等都体现了作为语文教师的敏锐与激情。第二部分是关于

阅读的，部部经典名著，被年轻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一般，对于《史记》《红

楼梦》，《诗经》古风，李杜文章，鲁迅名篇，都谈出了自己的独特体会，文字

老到醇厚。相信他的学生一定也会热爱阅读，因为这都是他课上与学生交流的心

得体会。第三部分是关于教育的随笔心得，诗文歌咏，又是另一番风味，读来让

人回到那热血涌动的青春岁月。

掩卷之时，已经是深夜。这些歌咏理想的文字，这种无声而有韵的语调，仿

佛这个年轻人在向我诉说：这七年来，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困难面前的谋划与拼

搏、成功面前的泪水与喜悦；课堂上的辛勤与汗水、夜晚灯光下的勤奋与执着。

这近三十万的文字，应该说是七年执教的结晶，也是三尺讲台的缩影。我看到了

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感受到学校新一辈的大有作为。

我经常和年轻朋友说：在教学中，最容易的是语文，最难的还是语文。我做

过语文教师，知道其中的欢乐酸辛，我们教授的不仅是语文知识，还教学生如何

做人，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决定了我们的纵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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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我们为自己文化的久远而自豪。世界五百年的文明史，又是一个横坐标，让

我们深味了落后的悲哀。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创造了相当于西方几百年的成

就。而这些成就知识的传播，主要是借助汉字作为载体而完成的。我们应该感谢

祖先为我们发明的汉字，感谢几千年来用汉字书写的优秀诗文。我们有理由热爱

我们的汉字，我们更应有信心学好历代的优秀诗文，继承祖先深邃而悠远的文

化，我想，这就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几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不断改革，语文在教学中的分量不断加大，这

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付出更多了，但是我

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语文教学事业。

实现“中国梦”，是我们几代人的追求，而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我们

千千万万名语文老师培养的。大家理应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做出自

己的贡献。

我谨向各位从事语文教学的年轻教师推荐这本书，你们从中可以找到共鸣；

我谨向热爱语文的学生们推荐这本书，你们从中或许得到启迪；我对社会各界朋

友推荐这本书，让我们热爱语文、培植信仰，做一名内心虔诚的真正中国人。

淄博四中校长：刘绍华

2014年11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诗性教育，飞扬梦想
珍视课堂中的“异想之美”...............................................2

天涯游子梦故乡.................................................................11

铭记英雄，永怀热血

——《最后一次演讲》教学反思  ....................................15

品味故事，拍案惊奇——《狼》教学反思 ....................19

寻找孔乙己.........................................................................22

杜郎口的清晨.....................................................................25

建构“美丽”.....................................................................29

用青春“点亮”文本，让课堂飞扬梦想

—— 一次课本剧表演的启示  ...........................................32

毕业的歌.............................................................................39

与班内少年谈.....................................................................41

有一颗寒星叫祖国.............................................................45

教育叙事：在希望的田野上.............................................56

理性阅读，启迪心灵
读李白——荆门的送别与归来.........................................80

读《史记》——举大白、听金缕.....................................92

读古风——那些年，我们唱起的民歌...........................106

走近诸子百家...................................................................117



与少年朋友谈鲁迅...........................................................125

戏中有真意.......................................................................131

讲故事的人——传统篇...................................................140

讲故事的人——现实篇...................................................143

考生·人生·历史...........................................................148

阅读——跨越时空的激辩...............................................151

率性写作，青春至上
贺岁课：聊些幽默的事...................................................162

让幽默流动在课堂...........................................................174

舌尖上的点评一...............................................................189

舌尖上的点评二...............................................................193

相期邈云汉——我与07级老友的精神家园...................197

到民间采风去...................................................................202

春日歌咏会一...................................................................204

春日歌咏会二...................................................................208

春日歌咏会三...................................................................211

校园夏日的光阴...............................................................213

品味秋实...........................................................................215

恰同学少年.......................................................................217

小说课...............................................................................259



诗性教育，飞扬梦想诗性教育，飞扬梦想



2

珍视课堂中的“异想之美”

一

儿时喜听评书，老先生讲到某某姑娘天姿国色时，我总会扑闪着小眼睛遐

想，希望听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而他往往会打着哈哈说，“这位姑娘呢，有

异想之美”。评书是口耳相授，所以我并不知道“异想之美”咋写，只因他的解

释：“你闭上眼想去吧，想到你认为最美的模样，睁开眼看，她就那么美。”我

联系到“异想天开”一词，约莫有些类似，便套用了。

这词儿一开始让我感到很抽象，很不知所云，伴随着成长，我才慢慢体会出

它所蕴含的东方韵味与古典美学。

高中的语文课上，王曙光老师正为我们讲课，他的言辞纵横古今，神采激

昂，麦琪的礼物，民国的鲁迅，梦中的诗句，只听他娓娓道来。还记得讲《子路

遇荷蓧丈人》时，老师用那特有的温柔敦厚的男中音说道：“植其杖而芸，这个

‘植’字，闭上眼睛想一想，用得多美啊！”随着他的“美”字入耳，我像是突

然喝了一壶，微醺中看到了乡村的老屋前，阳光晒满了打谷场，一位老者在植杖

除草，而且奇怪，不论我怎么看，都只看到一个被阳光拉长的背影，旁边站定了

高大憨直的子路，则是一副愣头愣脑相。

王老师最擅长引导我们走进古典的意境，荆轲至易水上、信陵君窃符救赵、

屈大夫行吟泽畔……只靠他一张金不换的嘴，与画龙点睛的板书，便都在我脑中

活灵活现了。他曾经充满深情地说道：“书上那些美的词句与人物，其实都离我

们很近。”这话我很赞同，还想给他补充一句，“他们就在您的课堂上，表演着

自己的离合悲欢。”

上大学后，为我们评讲外国文学的，也是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他讲《巴黎圣

母院》，妙语翻涌如潮，场面不可抑制，我一边读原著一边听他渲染，心早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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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浪漫之都的哥特大教堂，于屋顶俯瞰的眩晕中望到了美丽的吉卜赛姑娘，正

信步走上楼梯。当此时，他可能觉得讲还不够过瘾，在黑板上画起了“巴黎圣母

院”与爱丝美拉达，但奇怪的是，此公笔走龙蛇，一点一点画好，我却一点一点

蒙昧，当画毕，“七窍成而混沌死”，如同从梦中猛地睁开了眼，我的哥特大

教堂没影了，我的吉卜赛姑娘没影了，课也突然觉得索然寡味了，总之就是三个

字——没劲了。

其实此公精于绘画，谙熟建筑，那描摹一定很传神，但在我心中他们不是那

样的，甚至也不是法国那些建筑与姑娘的样子，不，绝对不是。他们是什么样

子，只存在于我的内心中。

这就是文字间独有的“异想之美”吧。

二

也就在我上大学时，整个世界已快步跑入了多媒体时代，盖茨同志仿佛一瞬

间就击溃了旧的立法者，用一个个窄小的窗口建立了美丽的新世界，并不断刷新

着，升级着，改版着人们的认知能力。

每当打开电脑，我都会想起评书中描述的某些神仙异人，拥有第三只眼，

“上看三十三重天，下看无数个人界”，电脑前的我，就如同睁开了第三只眼，

又如郭沫若诗中所云：站在地球边上放号，能鸟瞰无数风景与人景，世道与人

心，宏观的微观的，具体的抽象的，无数的无数都打我面前呼啸而过，令我眼花

缭乱。不知我的“第三只眼”，是欣喜抑或惊恐，也许如朋友们所言，我还是所

知甚少，但我经常想，倒不如不晓得吧，还是不晓得吧，给洒家留一点空间吧，

留一点点——异想之美吧。

这时我想起了先哲苏格拉底刻在石碑上的话：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这时我想起了先哲老聃刻在竹简上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这认知上的“驰骋畋猎”，着实狂煞人也么哥。

这时我开始怀念东方韵味与古典美学，比如评书，只有沧桑的声音在历史舞

台上悠悠响起。你可以于一个雨天的午后，伴一杯清茗品之，便可以看到上古

三千年的泥泞道路上，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渔樵耕读、僧道佛尼，都说笑着一

起走来，怅然地各自走去，乱世风云、世道人情，皆在雨中浮现了出来。而且评

书还讲究“言有尽意无穷”“沧桑尽在不言中”，如柳敬亭说三国，至当阳长坂



4

坡一回，道张飞大吼一声，骇退曹军，则右手挟矛，直指座客，大张巨口，良久

不闭，就像林妹妹在旦夕之刻，对宝玉无限哀婉地说“你好……”一样，由观众

自己去想象，他们各自卓异的“美”，够多么精彩，够多么有味！

比如国画，只有纯黑的笔墨在生命画布上纵横涂抹。你可以于一个雪天的深

夜，伴一盏孤灯赏之，便可以看到白茫茫的旧日山际间，士子狂客，翠羽明珰，

苍松劲柏，飞鸟骏马，都在雪地里朝你招手，向你传情。而且国画还讲究“像而

非像”、“似而非似”，如八大山人的神游的鸟，徐文长的支离的树，一点点勾

勒，一大片留白，由观众自己去想象，他们各自卓异的“美”，够多么精彩，够

多么有味！

这时我甚至怀念儿时看过的水墨动画片，《神笔马良》《三个和尚》《牧

笛》《蛋生》（最怀念的就是《蛋生》，现在怎么就看不到了），如今多媒体的

艺术结晶——电影大行其道，它虽带给人缜密与精确，却剥夺了人的想象力，相

比之下，水墨动画片是那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是那么有味，还是有味儿！

我甚至怀念儿时老家的红色麦浪，高中语文课堂上的清丽江南，大学校园里

的吉卜赛姑娘。

我真的见过他们吗？

我真的见过他们。

……

这时我最怀念的依然是文字，单纯的文字，它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时

间，也没有空间，它什么都没有，太绝了！它怎么能什么都没有呢！在这个什么

都有的时代，简直遗世而独立——“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唯其如此，读文字时，所有主动权都在你手里，你想它怎样它就怎样，你欢

喜它是谁它就是谁，你甚至可以吃饭困觉都在它里面，与它融为一体，各种天马

行空的想象，古灵精怪的意象，全都在文字间迸发。

唯其如此，时间不是问题，距离不是问题，所有外在的束缚都不是问题。美

的文字是灵魂在跳舞，是高兴与痉挛，战栗与悲怆；是沉思，在秋天午后拾起一

片枯叶嗅到春天的味道，是流泪，如一天连绵的细雨，长亭外古道边的送别；是

没有眸子的十八罗汉大路金仙，单等你去血贯瞳仁，做点睛之笔。

美的文字与现实无关，它指向的是梦境，是人类亘古至今的梦境，如同穆旦

所吟唱的：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凝神的山峦也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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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邀请我/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

是的，美的文字如同一个谜，让你忆起无数个旧日的气息，让你诵之不尽，

思之不尽，受用不尽，那份快感，噫，无法由任何多媒体技术所替代。

我现在每天仍保有阅读的习惯，这是我昨晚飨用过的语句，与大家共享一下：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西伯利亚的车夫之歌）

“春风、夏日、秋雨、冬雪，幸有苍苍者不解势利。”（章诒和《伶人往

事》）

“小船摇，桨声响，湖面闪闪是月光，两腿泥，一身汗，天涯游子梦故

乡。”（韩少功《知青的诗句》）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卢照邻《长安古意》）

……

 

三

初为人师时，课堂业已进入多媒体时代。但我在使用课件等技术时，仍然谨

慎而适度。

如前所述，文字是指向梦境的，过多地出示“真实”，会丧失掉“做梦”的

能力。

换一个诗意的表达就是：

当真实蜂拥而至，梦想就无处容身。

如上文结尾的几个语句，如果我教给学生的话，会让他们变换方式地读，读

就是了，集思广益地说，说就是了，随心所欲地写，写就是了，课后再反复地联

想，随你怎么想，一般来说，学生都会“深获我心”。

但如果我用精美的PPT来讲，出示“草原”，出示“雨雪”，出示“游

子”，出示“一床书”，句中时代与人生的况味将“一舸无迹”，学生们再难以

寻觅。

在这方面，我很推崇语文书的版面设计，彩绘与插图少而精，既可适当引

导，又不喧宾夺主，给人留下巨大的审美空间。

那主要的内容都有什么呢？我想可分为以下几点：

作家的肖像。与其和盘托出，不如让同学们根据作品内容与作家姓名去想

象，比如在我心中，“纳兰容若”是个风华绝代的美男子，保罗·萨特则是个穿

着皮夹克的锐利的法国“哥们”，卡夫卡八成是忧郁的瘦子，陶渊明绝对是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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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飘的隐者。我最喜欢的明末诗人袁宏道，至今未查过他的真相，因为他的诗文

与生平那么潇洒，再加上“袁宏道”这三个字，已足以让人玩味了，再看庐山真

面，反而煞风景。

有则著名的段子，说一位美国女士拜读过《围城》后，非要再拜读本人，钱

钟书回应：“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如

果同学们真对作品产生了兴趣，想一睹“母鸡”的芳容，那就不妨给他们出示，

但最后难免有些意外，因为灵魂的模样，怎么能去现实的皮囊中寻找呢？

经典的人物。作品人物也是没有形象的，因为他们更加真切地存在于每个人

的心中，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越经典，越无形。

比如林妹妹，你忍心出示她的形象吗？比如“变色龙”，你愿意出示他的形

象吗？比如中年闰土，你为何要出示他的形象？没有最好。

高潮的情节。我永难忘记一次公开课，讲《湖心亭看雪》，第一段写景，我

与学生反复品读，他们联想到了几多诗词名句，并走进了冬夜雪后的西湖，是那

么安静，带着一丝惆怅。这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在第二段，写几位狂客

的痛饮悲歌，隐含着故国之思，笔调极其深沉，却只有寥寥数笔，仿佛暴风雨织

就的晴天，按说初二的学生还无法体味，但我们像喝醉了一样地读，手舞足蹈地

读，充满喜悦地读，甚至流着泪读，最后在苍茫的时空中，大家与明季的张岱打

马相遇，湖心亭已渐渐清晰，朋友们就坐在眼前，其中竟还有曹雪芹，一个声音

响起：干杯！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些天生的“痴人”们，是那么单纯、可爱、才

华横溢，忧伤似海。

课后不止一位老师跟我讲，听完课像饮了杯烈酒一样，感觉还在湖心亭中，

盛席华宴仍未散场。

我说过奖过奖，千里搭长棚，哪有不散的宴席哪。

还有讲《背影》呢，我又怎么能忘记。

“我看见他……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我尝试不放幻灯片，不用

朗诵视频，就让学生们去想象，那一个个父亲的形象。

“父亲是个胖子”，那你的父亲呢，是一个胖子吗？还是消瘦的，是高是

矮，是冷峻还是幽默。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

很快地流下来了。”你有没有为父亲流过眼泪？在告别或相聚的时刻，在车站在

路旁在家门口，为父亲一些不起眼的动作，泪下如流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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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吧，里面没人”，如果是你的父亲，他会怎么跟你说，“儿子啊，快

走吧，路上小心！”还是一言不发，静待分离。

火车终于开动了，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不只看到了朱自清父亲的背影，也看

到了我父亲的背影，上大学的那年秋日，为给我占一个座位，父亲于渐凉的秋风

中使尽力气跑着，还背着我的行李，我竟撵不上他，想起他说年轻时是个短跑健

将，我信了，但在那一刻我发现，他真的有些老了，不只是皱纹与白发，跑起来

甚至是驼背的，已难觅旧日健将的风采，我的眼泪很快就流了下来，想起我的种

种不肖，我竟无力面对他占座后爽朗的笑，无力说一句：“爸，对不起，让您一

直为我操心。”（写到此处，眼泪再一次流下）

同学们也都在那件深青布棉袍的背影中，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他已经老了，

但依然慈爱、有力，是所有儿子的偶像。

学习《孔乙己》，我依然用极简单的课件来串连，咸亨酒店与主要人物，则

一律不给图，因为鲁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它

其实与《活着》一样，讲述的是永恒的苦难与承受的故事，咸亨酒店就在这世道

人心里，孔乙己也无时无刻不经过你身边，出场退场，用他的饱受摧残的手。

“他就是用这双手走来的。”你见过那双手吗，那个眼神，回忆一下，你肯

定见过的。

如老黑奴的灵歌一般，它观照着无数个当下，只有引导学生广远的想象，才

能体味文中凄凉的美。

当然，是以丑的面目出现的。

绝妙好词。很多好词在文中细致入微，像不易察觉的金子，藏匿于某个角

落，单等你去咀嚼，感悟。

比如《山市》，给第二届学生讲授时，我没有放海市蜃楼的视频，而与他们

专注于文本，在丝丝入扣的研磨中，我被一句话吸引住了：

“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

闭上眼，我仿佛看到了无数神色匆匆的人们，或自由，或迟疑，穿梭于大街

上，广场中，候车大厅里。

这不是在说虚幻的山市，这是在写熙攘的尘世啊，我蓦地领会了“屑屑”一

词，它状尽了尘世奔忙的沧桑之感，蒲翁借鬼神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其高人

之处，正在此间。

学生们也许还无从领会，因为没在人世中翻过筋斗来，但这种研磨词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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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们却是可以学习的。

比如《观沧海》，曹操的名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怎样理解这个“其”字，如果放一幅沧海日出图，或沧海月明图，那就将诗

意幼稚化，浅显化了，实际上曹操踞沧海之上，他看到的是一幅超现实的场景，

包容吐纳日月星辰的，不是沧海，而是他的心灵，是一份英雄的胸襟，荡平天下

的气魄，这才是“其”字的深意，就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一句，

“笑”的不是梅花，透过诗文，我们仿佛看到毛主席那高洁、傲岸的，蔑视一切

的笑，看到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老一辈革命家们的笑。

“诗言志”、“一切景语皆情语”，茶吃到这个功夫，学生才能品出味来。

再如《我的叔叔于勒》，“我”的父母发现于勒后，于惊恐之际喊出了“出

大乱子了”一句，我觉得它很有深意，并不只指他们内心的“乱”，家庭将会出

现的“乱”，更是指社会的“乱”，时代的“乱”。考察背景我们会发现，那

时正是殖民主义掠夺全世界，西方建立起金钱秩序的时候，思想家尼采正是在那

时宣告“上帝死了”，即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准则已经崩溃。在《我的叔叔于勒》

中，小市民喊“出大乱子了”，实际上是道出了时代的心声。如果抓住这个短

句，让学生反复诵读，借以揭示那个疯狂的时代（它和我们当代有丝丝缕缕的关

系），学生的知识面会拓宽，眼光也会更加深邃。

再如《桃花源记》中“豁然开朗”一词，写发现桃花源的一瞬间，那也是精

神上茅塞顿开的瞬间，是生命意志突然高扬的美的一瞬，就像“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般，充满了瞬间的大

欢喜，大光明，是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的。

……

经典文字如黄钟大吕，是最天才的艺术结晶，又经过“增删十载，批阅五

次”得来的，字字看来皆是血，你敢不含英咀华，不解尽其中味？

虚构的情境。除此之外，我也有所发挥，比如，虚构出一个叙述的情境，让

学生的心灵在更广袤的天地中遨游。

学习《狼》，我说：“清康熙年间，蒲家庄外的大柳树旁，一方阴凉，几盏

清茶，好友们围坐在蒲松龄的身边，他正为大家娓娓道来……”，让学生们在此

情境中酣畅淋漓地讲出《狼》的故事，并且，鼓励用方言。

学习《杨修之死》，我说，你就是曹营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兵，目睹了杨修从

恃才傲物到猜谜致死的全过程，你该用什么样的语调，与你营中的战友聊这位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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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名士，在夜半更深之时，用榻间的随意私语。

学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说，想象于一个古朴的老屋中，你仰在书

房的藤椅上，正对一个大菜园子，时而有鸟从窗前扇着翅膀飞过，清风徐来，送

远方风铃清脆空灵的和音，有些听不真切，这是秋日午后，约莫三点一刻的光

景，时间在此刻已停住不动，你忽然瞥见了远处一株高大的皂荚树，和你童年园

子里那株竟一模一样，只是落尽了叶子，你会用缓慢的抒情的语调讲述，那些被

遗忘的时光：“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

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

学习《与朱元思书》，我说，想象你在疾速奔流的江河中，坐着小船，一边

欣赏奇山异水，一边大喊出文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

西……” 

这时我们的心灵可随意地穿梭于时空中，得到莫大的精神享受。

当然，虚构情境是有难度的，它需要契合学生的兴奋点，将情感的关节全部

打通，方才意蕴充足。

我至今最成功的一次，是与上一届学生学习《行路难》，由全班同学共同表

演李白进出长安的故事。当最后，李白“五噫出西京”，在酒席宴前重又振作了

士气，准备仗剑而歌时，全班同学情不自禁地一齐鼓掌，热烈的掌声后，又一齐

背出了《行路难》的全诗。

那一刻，仿佛大家都化身为“李白”，不是在背诵，是创作，是倾诉，语调

自然而有韵律，一鼓作气完成，之后又一齐高呼，我便知道，我成功了，直至

今日，上一届学生依然视《行路难》为自家发生的故事，有自己青春的遭遇与宣

誓。

……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结语：

汉字原本出生在一个神的村庄，那里不止有鹰在集合，还有无数梦幻的群舞。

你可以体会的。你没有体会的。

但现在，神的荣誉被挑落马下，视若无物。

所以本节我举了很多课堂实例，来阐述她值得珍视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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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抔土如何以窥泰山，一捧水如何以知江河。

哪怕同一篇课文，同一个字词，

在与下一届学生共同学习时，也会有更多更新的发现。

发现异想之美。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沉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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