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严”里当教师———弄堂小学走出 30岁的特级教师
生命的轨迹往往不是自己

做主的。 薛法根一开始并不想
去后来让他闻名全国的“弄堂
小学”———吴江第二实验小学。

那时候的吴江第二实验
小学位于盛泽镇北观音弄，没
什么名气，地方也很小，学校
占地仅五亩。 校长叫姚荣荣，
住在弄堂口， 从学校到家，每
天都在弄堂里。

在无锡师范学校读书实
习的时候， 薛法根就在盛泽。
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就是这
个弄堂里的校长，点名要了薛
法根。 但他不想去，报到的时
候，学校都开学了，他 3 天没
上班。 后来，还是父亲劝了他，
他想想还是到了学校。

因为开学工作会已经开
过了， 全校就剩他一个人没
分配到任务， 也就剩一个三
（一）班的语文教师及班主任
的位置空着。 所以薛法根职
业生涯的第一个角色就是青
年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年轻
的小薛， 当时压根儿没想到
从这么个小学校还能被评上
特级教师。

回忆起这段时光，薛法根
非常怀念。 他说，一个教师的
成长， 与第一所学校有关联，
最初的基因，都是从学校传递
过来的。 当时的弄堂小学，氛
围很好， 校长家离学校最近，
每天下班校长都催着教师回
家，可是教师都不走，特别敬
业。 一般下午 4:30 放学，5:30
没人走，6:00 没人走， 天黑了

也没人走，教师不是在批改作
业，就是在磨教案，连音乐教
师都不回家，在排舞蹈。

“我年轻坐不住， 但是不
好意思走。 坐啊坐啊，性子就
耐住了。 所以说敬业是感染出
来的。 ”薛法根的职业生涯开
端就是这么的认真。 后来换了
一任校长，叫钟金泉，把所有
与教学相关的事情全部放手
给了“青年才俊”薛法根，公开
课让他上， 各种平台都给他，
有什么好的老师都请到学校
里来给薛法根“传帮带”。

有了这样好的氛围，薛法根
成长很快，但离“名师”总还少了
什么。 1994年，他参加了苏州市
首届小学语文、数学骨干教师高
级研修班，遇到了江苏省首批特
级教师庄杏珍，一切都变得不一
样了。“真的是一位十分严厉的
老太太。 ”薛法根说，在语文教学
上，庄老师让他真正知道了什么
叫“严以修身”。

在庄杏珍老师家，磨课磨
一天是常态，一些他本来不以
为然的小细节，老太太也不放
过。“一篇课文，她能为你解读
两到三个小时，然后再让你从
别的角度解读几个小时。 ”

有一次，薛法根要上《北
大荒的秋天》示范课。 上课的
前一天，他拿着教案去请教庄
老师。 其中有一个小环节，他
计划让学生闭着眼想象北大
荒风吹草低的景象，然后再饱
含感情地朗读课文。没想到，这
个自认为还不错的教学设计却

被庄老师直接叫停， 并严厉地
批评：“孩子们见过草原吗？ 没
见过的场景他们怎么想象？ 你
这就是虚假教学！ 孩子们还要
装出想象的样子给你看， 你这
是在引导孩子们假学习！ 你这
是假设计！ ”当时已经是晚上八
九点，第二天还要上课，薛法根
想着糊弄过去。没想到，老太太
直接撂下一句话：“你来改，你
什么时候备完课， 随时叫醒
我。”最后，凌晨两点多，薛法根
的教案才算过了关。

像这样精准的“外科手
术”，让薛法根飞速成长。 这段
从师的经历，被薛法根称之为
“刮骨疗伤”。 有一次，薛法根
上课随口开了句玩笑，老太太
下课就把他找了去，很严肃地
批评他，要分清楚幽默与油滑
的区别，油滑是一个名师最忌
讳的，能不能成为名师就在这
一线之间，“幽默的语言，都是
有准备的。 ”这句话让薛法根
惊出一身冷汗，从此他在课堂
上不再信口开河。

一直到成为全省最年轻
的特级教师，评上首届江苏省
名教师， 再到后来做科研、带
团队、当校长、做管理，对待工
作上的事情，薛法根从来都是
讲原则、特别严格的。 薛法根
说， 自己当了几十年教师，就
三条原则：起点要低，要求要
严，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 当
这三条都达到了，你就是一个
好教师。

教育，说到底是习惯的养

成。“没有哪个教师不严能够
教出好学生。 ”在薛法根的班
上，只要教 3 年，孩子的字要
跟他一样好。 作业，15 分钟写
100 个字，必须写完。 没写完，
重新写， 一直到 15 分钟写完
为止。“人的潜能，一定是在习
惯下养成的。 你不严格，孩子
会养成做作业拖拉的习惯。 ”

对教师，薛法根也是相当
严格的。 有的教师张口就提问
题，一堂课能问近 70 个问题，
问的问题又毫无价值。 薛法根
当场评课，直接就批，批到哭，
“一定要让他终生难忘， 真正
触动他，让教师认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 脱胎换骨是很痛苦
的，不严格有些教师就是上不
去”。

现在， 学校的教师都知
道，薛校长平时很温和、很随
和，开开玩笑，几乎从未见过
他发脾气、拿架子，但一旦在
工作上，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比
如在盛泽实小有一个制度叫
“一课三磨”，要求一堂课至少
打磨 3 次，一个教学设计往往
要修改十几遍。

“什么叫严格？ 教育一定
是有原则的。 比如，上课一定
要真实，学生要真学，在真实
的学习与教学中，可遇不可求
的东西太多了。 ”薛法根常慨
叹说， 现在学校也有特级教
师，但是很可能没有人再能达
到那个高度了，“因为再也没
有那么严格的庄老师了”。 2018 年 8 月， 省教育厅公布了江

苏省第十五批特级教师名单，其中有一
位叫王晓奕，她就在盛泽实小，是薛法
根语文学科团队里的第 4 位特级教师。

在薛法根的影响下，这个乡镇小学
继薛法根之后又诞生了 3 名语文特级
教师、1 名美术特级教师， 还有 5 名苏
州学科带头人，12 人被评为市级学科
带头人， 还有 60 多人获得省市教学比
赛等级奖。 曾经苏州评选“姑苏人才”，
这所不太起眼的学校一下子罕见地评
上了 4 个，在全苏州仅此一所学校。“我
们学校的特级教师都是自己培养的，对
于一个乡镇小学，我觉得还可以。”薛法
根提起自己的团队，自豪感溢于言表。

薛法根所带的团队氛围非常好，记
者采访时正值暑假。但“组块教学”研究
所里依然聚集着不少中青年教师，大家
的劲头都很高。 很多青年教师直言，到
这所小学来，就是冲着薛法根的。

对于教师的成长，薛法根一直有这
样一个观点：“教师跟中医一样，一定要
师徒相授”， 很多有用的东西得手把手
教，精微之处写书都写不出来，说不清
楚，只有通过现场教，一点点地教。

“一个教师会不会上课、 水平怎么
样，可能就在一点点细节里，而这些细
节和技巧只能通过现场的点拨， 点两
点、点三点，慢慢地积累。 ”薛法根说，都
是些小问题，但有的教师教了一辈子都
没有领悟到，所谓名师、名课堂，他的精
髓和关键紧要处往往就在这“两点”“三
点”里，“教育有很多技巧，一个好的师
傅，可以让徒弟少走很多弯路”。

因此，多年来，薛法根一直坚持去
听教师的课，也经常让教师听他自己的
课。他就坐在教室的后面，很安静，也不
说话，课后再提出问题来，两三句话一
说， 一个细节就让青年教师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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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法根:一辈子做个小学语文教师

薛法根所在的苏州市吴江
区盛泽实验小学，现在有 4 个校
区，不再是个“弄堂小学”。平时，
薛法根都在 4 个校区之一的程
开甲小学， 这所刚刚建成的学
校，门口尚是一畦菜地，但一砖
一瓦都渗透着他的教育情怀。
“两弹一星” 元勋程开甲的家人
说，这所新学校如果要以老先生
的名字来命名， 条件只有一个，
校长必须是薛法根。

1988 年， 薛法根踏上了吴
江的小学课堂。 1998年，他成为
江苏省最年轻的语文特级教师，
年仅 30 岁。今年，他 50 岁了，声
音依然轻柔，思想更为深邃。

10 年，20 年，薛法根人生的
两个跨度都留在了盛泽镇的课
堂。“每个人的发展都有无限的
潜能，教育就是提供一个现实的
可能性，让他的智慧不断地生长
出来。”薛法根说，自己做了这么
多年的乡镇教师、校长，没离开
过盛泽，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智慧
不仅给了学生，也给了自己。

往“高”里拔团队———乡镇教育的一盏灯

往“深”里做学问———与语文一起活

每一个名师都有自己的
教学主张和教学特色。 薛法根
的，就是“组块教学”。

薛法根的教育科研路起步
早。 1990年，上岗仅两年的薛法
根就参加了学校整体改革试验，
担任了第一轮实验班的语文教
师兼班主任。 从此，他跟着华东
师范大学杜殿坤教授、 上海师
范大学吴立岗教授等专家学者，
投入了教育研究的滚滚热潮中，
成了他们的“编外研究生”。

1993 年，第一届实验班学
生毕业，他所任教班级的语文

成绩比对照班高出整整 9 个百
分点； 思维能力检测明显优于
对照班的发展水平。 薛法根自
己也在实验中获得了快速成
长，连续 3届获得江苏省“教海
探航”征文竞赛一等奖，被誉为
“获奖专业户”；1996 年成为苏
州市学科带头人。之后，薛法根
又担任了第二轮、 第三轮实验
班的语文教学工作。

但那个时候，薛法根还不
知道自己的“教学特色”或者
“教学主张”是什么。 一直让他
困惑的是，语文课堂教学中呈

现出形形色色的虚假繁荣：那
种省略复杂的训练过程，只呈
现精彩的学习结果的语文课；
那种以部分优秀学生的发言
掩盖其他学生学习真相的语
文课；那种用游离文本的媒介
煽情替代潜心感悟语言内涵
的语文课……失却了真实与
深刻，捧出的是一束束“塑料
花”， 艳是艳得很， 却没有生
命，没有成长的气息，概括起
来就是“高耗低能”。 到底语文
要怎么教？

直到 1997 年， 他教的五

年级班里有一个小杨同学，错
别字多，课文前背后忘，记性
差。 但是，语文需要积累，字词
句、重点的语段和课文，要读
得进、记得住、用得出。 小杨同
学默写 10 个词语， 有时会错
一半以上，更别说运用了。 遗
忘曲线、记忆规律，在小杨同
学身上就是不见效果。 有一
天，他偶然从《阅读心理学》中
看到心理学家米勒的“组块原
理”：组块是一个记忆单位，人
的短时记忆只能保持“7±2”个
组块，超过 9 个记忆组块就很

难记得住；虽然人的记忆组块数量不能
增加， 但可以扩大每个组块的容量，进
而实现记忆质量的飞跃。 受此启发，薛
法根试着将这个原理迁移到小杨同学
身上，将课文中的词语进行归类，每一
类 3 到 4 个词语， 一类词语为一组，每
次默写 3 到 4 组词语。 果然，3 组 10 个
词语，小杨基本默对了，也记住了。

此后，薛法根将组块原理从词语教
学延伸到阅读教学，从心理学的记忆单
位发展到语文教学的设计方法，进而成
为语文教学的一种模式———组块教学。
1998年， 申报省语文特级教师的时候，
薛法根就把“组块教学”填在了“教学特
色”一栏。

1999 年，薛法根在准备执教阅读公
开课《螳螂捕蝉》时，发现每个知识点都
像珍珠，舍弃哪个都很纠结。 这时，“组
块设计”闪现在他的脑海———把知识点
重新整合，组成一个个“块状”。 果然，
“组块” 课堂就像水洗过一样， 目标清
晰，简单明了，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
扎实，“顾此”却不“失彼”。

这一次，“组块”不仅用在词语教学
上，还用在阅读教学上，更成为语文教
学的新思想，也成为薛法根终身的科研
方向。 这一方向的提出，实现了语文教
学从“教课文”到“学语文”的华丽转身，
他也由此成为“苏派教学”的代表人物
和创新者。

这一做，就是整整 21 年。 21 年间，
薛法根对“组块”进行了 3轮课题的深耕
细作，形成了“组块教学”的新范式。2001
年，他承担了江苏省教育科研“十五”课
题“小学语文组块教学实验研究”；2006
年，他承担省教育科研“十一五”重点课
题“智慧解放理念下的小学组块教学研
究”；2012年，他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
学课题“关联理论视域中的小学组块教
学研究”， 贯通语文教学与语用学的联
系，开辟一条“便教利学”的大道。

这三轮全部以“组块教学”为核心，
其中最为关键的节点在 2010年，这一年
他将小学语文组块教学 13 年的研究成
果加以梳理， 逐渐明晰了自己的教学主
张， 提炼了行之有效的组块教学方法与
模式，也第一次深度触摸到语文的核心。

长期以来，语文教学在“工具性”和
“人文性”之间左右摇摆，要么偏于语言
文字的训练，走向了“题海战术”的死胡
同；要么偏于思想内容的熏染，滑向了
非语文、泛语文的泥潭。 而语文的本质
属性是什么？

“语文学科是一门以‘言语’为本体
的实践性课程，‘言语’本身就是语文课
程内容， 而其他学科的课程内容则是
‘言语’的对象。 ”薛法根说，口说为语、
书面为文的“语文”， 是运用语言文字
（工具性） 进行的生命活动（人文性），
“言语性”才是其本质属性。

语文得为言语智能而教！“言语智
能是人的生命特性”。 想明白了，薛法根
认为，语文教学应以发展学生的言语智
能为核心，言语智能就是一个人“言语
与精神”同构共生的“语言合金”，是语
文的核心素养，“发展言语智能就是促
进人的生命成长，就是发展学生的语文
核心素养， 就是语文教学的“独当之
任”。 那么，这一语文教学的核心与组块
教学有什么关系呢？ 组块教学为何能促
进言语智能的发展？“语文要成为一门
学科，必须得‘科学’，而通往‘科学’的
钥匙之一就是组块教学。 ”薛法根解释
说，组块既是一个记忆单位，又是一种
记忆策略。 语文组块教学将零散的教学
内容整合、 设计成有序的实践板块，引
导儿童通过联结性学习和自主性建构，
获得言语智能的充分发展和语文素养
的整体提升，并建构具有组块特色的语
文课程，从而实现语文教学的科学化。

厘清了语文教学的纷繁头绪， 在策
略上薛法根又提出， 语文教学应该重视
“双基”，但知识不等于智慧，技能也不等
于智慧。语文教学必须超越知识和技能，
走向智慧，建立在鲜明的思想、活生生的
语言、儿童的创造精神这三根支柱上。

到了今天，薛法根对语文的理解更
为真切，“语言是一种最真实的表现”，
语言要学得好， 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
人，智慧而又真诚，“任何语言都有道德
性，语文是有品质的，学习语文，其实就
是在学习做人的品质”。

理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
组块教学旗帜鲜明地提出“为言语智
能而教”这一核心理念，历经了 20 多年
的教学实践与深度思考，才日渐达到理
性的成熟。 长期的探索与深度的研究，
将薛法根和语文教学一起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度，基本解决了语文教学“高耗
低效”的根本问题，实现了语文教学的
本质回归。

俗话说，真理都是朴素的，好课都
是简单的。 现在，薛法根时常回想起自
己两次见到斯霞老师的情景， 斯霞说：
“做一辈子小学语文老师。 ”“做一辈子
小学语文老师，那是要将小学语文当做
‘根’ 的事业来做， 拒绝功利， 远离浮
躁。 ”薛法根说，厘清了语文教学的核心
价值及目标定位，就会让语文变得纯净
而简单。 斯霞老师是一部语文书，一部
读不完的语文书，像斯霞老师那样教语
文，就是要有一种教育的定力。

“一生只做一件事， 我与组块教学
有缘结识，也与组块教学终身相伴。 ”薛
法根说自己一直有一个信念，一个语文
教师，一定是与语文一起活着的，“我坚
信，语文组块教学以发展学生的言语智
能为核心目标，超越知识与技能，摆脱
了工具与人文之争，澄清了语文教学的
价值取向，是语文教学的正道”。

■本报记者 孙其华 缪志聪 任素梅 陈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