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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崧舟的《美在此处——王崧
舟讲语文课上什么》一书承接作者
上一本书《美其所美——王崧舟讲
语文课怎么上》的内容。两本书共
十讲，从“文本”和“课堂”两个角度
分析语文教学。《美在此处》一书
中，作者用丰富的案例向我们道出

了语文教学的本质——语文教学
的终极取向应该是语用学习，细读
文本应该是语文教师最重要的基
本功。

什么是语用，语用就是语言文
字的综合运用，这一点在课堂中经
常被忽略。语文，是“语”和“文”的
结合，“语”是听、说、读的能力，

“文”是写的能力，无论学生学了多
少篇课文，最终目的都是通过这些
例文学习其中写作修辞的技巧，遣
词造句的笔法，最终落实到自己的
文章中。

虽然现在我们提倡一课一得，
我们鼓励回归传统，我们努力让学
生学以致用，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这
样的设计是零散的、空洞的、没有
实效的。

我们常常说某某老师的课有
着浓浓的语文味，某某老师的课缺
乏语文味，语文味是什么呢？不就
是语用的教学吗？回想一下我们
是在真正地教语文吗？还是仅仅
在教课文而已？

这个学生在你的课堂学会了
用不同词语表达同一个意思了，
真好，把它迁移到写作中，这样他
的作文中就避免了语言重复。那
个学生在你的课堂中学会了在叙
事时要注意叙事的节奏，尽量做
到一波三折。太棒了，从此他的
文章不再平平淡淡，而是跌宕起
伏。恭喜你，你在教语文。甚至
有的学生只学会了课文中的一个
句子，并十分准确地运用到了自
己 的 作 文 中 时 ，你 也 是 在 教 他
语文。

我想这远远要比我们让学生
记多少段意、背多少中心思想要实
用得多。语文就是我们表达和书
写的工具，我们学习语文的目的也
是用语言文字作为工具表达我们
自己。

这 本 书 的 开 篇 ，作 者 提 出 ：
“我固执地认为，细读文本应该是
语文老师最重要的基本功。”书中
作了这样的假设：假设让我们上
一堂没有教案集、没有网络甚至

没有教参的语文课，我们要怎么
备课？

作者的这个假设很犀利，直指
我们现在备课的状态。以我为例，
当我要备课前，我一定是先翻开教
学参考书，了解这节课的重难点。
倘若手头没有了教参，我的备课信
心就会明显不足。倘若作者的假
设实现，我想第一个手足无措的一
定是我。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资
源极度丰富的今天，我们中的很多
人已经失去了独立直面教学文本
的勇气。

作者的话让我深省，上好语文
课，细读文本是根本，只有文本读
细了才能将自己融入文本、融入课
堂。记得读于永正老师的书时，也
常常看到他强调要细读文本，可
见，无论是谁，要上好语文课，细读
文本是一件万变不离其宗的法宝。
文本需要我们慢慢欣赏，筛选出适
合学生的语用训练点，语文也需要
我们慢慢欣赏，用心体会，才能真
正发现语文的美。

用心发现语文之美

■刘珊珊

《美在此处——
王崧舟讲语文课上什么》

王崧舟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好书过眼

——读《美在此处——王崧舟讲语文课上什么》

在老家烧柴火做饭时，意外发现土灶壁的
孔洞里塞了一本书，抽出来一看，原来是本又旧
又厚、残缺不全的《植物学》，粗糙的纸张，已泛
黄转褐，老化得似乎稍稍一动就会碎掉。翻开，
久积的霉味浮出，是年月深渊里旧物积尘的气
息。简略的草木插画，平实的文字，有些像《本
草纲目》的排版，让人不由得想起早年在灶间借
助灶火阅读的时光来。

少时，完全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并不多，
我很小就承担诸如割草捡柴、洗衣做饭等家
务。放学后，常常是一边烧火一边阅读。坐
在灶前，添好柴，就可以看书了。有时看得入
了神，以致灶膛里的火熄灭了都浑然不觉。
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什么都缺，图书更是稀
罕得很。一切可看之物，课本、杂志、连环画
甚至家里包装面条的一小张旧报纸，于我都
是宝贝。

那时，我几乎没有零花钱，几毛钱一本的小
人书，也买不起，但我对阅读的渴望并没有被遏
制，好多小伙伴那里时不时有这样那样的闲书，
于是借书读就成了常事。

借来的书，读得更认真仔细，一本书看一两
遍便记了个大概。记忆中，看得最多的是连环
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
《基督山伯爵》《葛巾》《红玉》……对文学的接触
与认识，大都来自一本本小小的画册。有名的
没名的，都喜欢，一看再看，读文看图，如饥
似渴。

《夜茫茫》是我印象深刻的一本外国连环
画。借来后，刚看第一眼，里面的画面和文字就
像磁铁一样牢牢吸住了我。终于等到天色暗
下，村子里漂浮起炊烟的味道，我开始洗锅加
水，抱柴生火做饭。“哧”的一声，灶膛里的火燃
起来，放在膝盖上的《夜茫茫》看起来。那凄美
动人的故事，一直烙刻于脑海中，至今历历
在目。

“清晨，窗外小鸟的啁啾将斯泰芬妮从梦
中唤醒……”这是第一页上的文字。文字上
方的配图里，卷发的主人公依窗而立，姣好
的面容、婀娜的身姿、恬静的笑容，整个样子
明媚得像初升的朝阳……眼前的灶膛里火光
熊熊，锅盖上热气腾腾，故事里的庄园花木
茂盛……

那一夜，就着灶间的火光，我看完了《夜茫
茫》。那之后的一堂作文课上，我专门描写了清
晨，描写了鸟儿，第一次用“啁啾”来形容小鸟的
叫声。当老师在课堂上当众宣读我的作文时，
我脑中浮现的是主人公依窗而立的美好形象，
耳中回响的是异国庄园里枝头上银铃般的鸟
鸣声。

灶火前的阅读，开启了我的想象之门，点亮
了我对文学的向往。那段借书阅读的时光，已
成为今生的珍藏。

灶火前的阅读
■王优

书缘书话

师者与书

清朝名士张潮在《幽梦影》中说过：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
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
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9年前阅读
闫学的《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
时，看到的多是新鲜的感动、皮毛的技
法；9年后，再展卷细读，则是另一番“春
秋冬夏”。

你看到问题的关键了吗

作者在《培养学生的精神力量》一节
中提到了一个例子，一名学生每次参加

800米赛跑时都是第二名，而且每次都输
给同一个学生且差距很小。体育老师认
为，到了最后冲刺阶段这名学生耐力不
够。而班主任在仔细观察分析后，认定
是由于孩子不够自信，缺乏咬紧牙关、坚
持到底的不服输精神，于是陪着孩子训
练，每次在冲刺阶段不断鼓劲，给他信
心。在后来的比赛中，到了冲刺阶段，这
名学生毫不松懈地奋力向前，最终获得
冠军。

闫学点评曰：与其说他是在体力上战
胜了对手，不如说是在精神上战胜了自
己，这是孩子精神成长的一个新起点。最
初读这个案例时，我只是简单归纳为老师
的关爱与鼓励让孩子取得成功。现在则
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关爱和鼓励会让孩
子取得成功。

《思辨与立场》一节中提到：如果你的
状态出了问题，一定是思维出了问题。第
一次败给对手，也许是偶然或意外，但接
二连三成为手下败将，就会认定自己技不
如人，产生消极情绪。这个思维惯性孩子
未必有能力意识到，但班主任看到了问题
的关键所在，并用陪跑的方式改变了他的
思维方式。想法变了，行动自然产生
改变。

学生成长的力量分为两种，一种是
外在的推力，一种是内在的生长力。无
论是班主任的做法、作者的分析，还是
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都很巧妙地将这

两种力量结合起来，让改变真正发生。
因此，遇到问题，看见关键所在，将力量
使 在 刀 刃 上 ，才 是 教 师 真 正 的 专 业
素养！

你懂得公正与否带来的影响吗

《公正会使心灵变得高尚》一节中，作
者一连列举了两个因教师不够公正而给
孩子造成心灵创伤的负面案例。作者引
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评述了这两件事：公
正具有奇异的特性，它能拨开儿童的眼睛
和心灵去感受美，不公正则仿佛用冰制的
铠甲，把年轻的心灵裹住，因而心灵就变
得迟钝，对美置若罔闻。在家庭和学校，
公正与否决定着儿童的心灵状态，决定着
他的内心世界与同他在一起生活或参与
他生活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状态。因此
作者认为：教师的公正是一种巨大的教育
力量。

当我们以为孩子很小、什么都不
懂，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时，其实孩
子心里早有一杆秤，把一切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并有自己的称量和判
断，区别在于他是否说出来或你是否
有途径知道而已。教师可能存在的
不公是根据成绩高低区分对待学生，
或者某些潜在因素影响教师的抉择。
孩子的世界除了家庭就是学校，哪怕
芝麻小的事，对他们都可能是天大的

事，任何处理不当都容易形成童年创
伤 ，终 身 影 响 孩 子 对 人 世 的 认 知 和
看法。

对班级建设而言，有失公正这件事
情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偏心，其实丧失
的是教育的边界和底线，甚至会助长
孩子和家长的投机心理。在班风变得
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搬起的石头砸的
不仅仅是孩子的脚。对教育而言，不
公正的教师和缺乏爱的教师一样，对
孩子心理和教育自身造成的伤害都是
难以估量的。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像
对待清晨的露珠一样对待孩子的心
灵，要像对待稀世珍宝一样对待自己
手中的教育权力。当教师尤其是做班
主任的，如果自身不懂得公正的力量
何在，如果不谨慎地使用包括“公正”
在内的教育公权，那么，所有的辛劳付
之东流还只是最低代价！

家长难道不需要成全吗

生活向学校提出的任务是如此复
杂，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尤其是家庭的高
度参与，不管教师做出多大的努力，都收
不到圆满的效果，家庭的一切问题都会
在学校里折射出来。正因为家庭教育的
重要和复杂，有经验的班主任都会同时
带“两个班”：一个是学生班，一个是“家
长班”。

我想到自己的一个学生小A，刚接手
他所在班级时，小 A第一次语文检测 30
多分，上课一分钟都坐不住，勉强坐下时
眼神就涣散游离，下课却好动到难以自
控。同事提醒我：这孩子的问题可能是
源于他妈妈，他有个非常焦虑的妈妈。
于是我们决定家访。一见面，孩子妈妈
的状态很差，我却莫名心痛：这也是一位
被孩子的教育问题折磨得几近崩溃的母
亲，与其说现在的她需要被教育，倒不如
说她更需要被体谅。

在教育焦虑大面积蔓延的当下，我
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指责或者教育家长，
而是看见、懂得、缓解他们的焦虑，帮助
他们减少在越来越激烈的教育竞争环
境中产生的偏差和伤害。一颗温暖、平
和、拥有对成长顽强信念的心，才是孩
子最需要的。而这样的环境已被破坏，
需要重新栽培、养护、经营。虽然很不
容易，但我想如果这样做，成全的就不
仅仅是家长。就像苏霍姆林斯基所坚
信的那样：教育学要成为众人的科学。
我如今更认为：心理学也应该成为众人
的科学，因为心理学是教育学强大的
后盾。

阅读是学习和成长的佳途之一，需要
用自己全部的生命体验去体察生活、反思
得失。因此，有些书，需要用一生去阅读；
有些事，需要用一生去完成。这是我再读
此书的深刻感受。

《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
闫 学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汪琼

教育就是看见、懂得与成全
——再读《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

书苑闲谈

做图书馆的常客
■仇进才

朋友曾问过我，为什么经常去
图书馆看书，手机上也能看啊，专门
跑去图书馆多麻烦呀？我解释道：

“因为阅读需要特定的氛围。”
我曾经订阅了某文摘类的杂

志，一年 12期，但是一直到年末，我
只看完了 3期，后来甚至连快递的
袋子都懒得拆了。繁忙的生活挤占
了太多的精力，让可以用来学习和
吸收知识的细胞常年处于疲惫状
态，即使闲下来，也只宁愿做些不太
动脑的消遣，而不是流连于小说里
的 人 物 描 写 或 是 思 索 诗 歌 里 的
隐秘。

但是在图书馆，当一列列书架
一字排开，一本本的书或卧或立，一
叠叠报纸悠闲地从夹子里下垂时，

空气中便多了一种名为“宁静”的
“成分”。它们像是君子隐逸的竹
林，让人忘记手机里拥挤不堪的消
息，把泥沙俱下的思绪沉淀下来，让
脑海获得额外的“光合作用”，能够
重新容纳一些柔软的、清灵的、温暖
的事物。

坐在木质的沙发上，用一下午
的时间，像品一杯茶一样，泡在图书
馆，泡在一篇小说里慢慢品，直到暮
色唤醒饥饿感，于是就连回家的路
上，心灵深处都会留有余香。

有时候，我觉得图书馆里的时
光是二维的。它只存在于字里行
间，在米色的纸质平面上，任何悬浮
在半空的灰尘、喧嚣，全都是另一个
时空里的存在，二者没有交集。

图书馆里，有很多人在自习。
有的在备考，有的在为职场充电。
他们也是为了这如晨曦般安宁却
又生机勃勃的氛围而来，此刻，思
绪可以保持“易受开化”的状态，灵
光不断涌现，思维能力得到了最大
程度的解放与打开。在读书人提
笔、思考的时候，无数本书都在含
笑凝望。

到图书馆，可以有目的地找书
看，去寻找一份既定的答案，疏通如
鲠在喉的困惑。这时图书馆就是一
家药店，每个人来此求药，治疗自己
的疑难杂症。也可以毫无目的地漫
游，等待一份邂逅的惊喜。看自己
喜欢的书，并不一定要功利地对自
己有所提高。这时，图书馆就成了

花圃，我们行于陌上，无论所往，都
是在花香的氤氲之中。可以把它理
解成对时间的一种善待，相对于加
工利用与填充时间，善待时间既成
全了它的自由，也让人摆脱了被逼
迫的状态。此时，你大可以只读自
己最喜欢的那一篇，这是图书馆给
人的底气和纵容。

往后余生，我将一直是图书馆
的常客，用阅读丰富生命，直至我也
像书架一样，胸怀万象、博古通今，
却又甘于平凡、乐于解惑。如果天
堂也是人间的形状，那我相信在天
堂之中也有一座图书馆，荫蔽着千
万年的岁月，无尽的智慧在馆顶镶
嵌成璀璨的星空，每个人的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