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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孙双金老师的新著 《情
智语文》，我思潮奔涌，深深为这
位才情焕发、 勇于开拓创新的同
行感到高兴。什么是情智语文？孙
双金这样诠释：“情智语文就是
充分挖掘语文课程的情感和智
慧因素， 调动教师的情智才能，
营造积极的情智氛围，追求情智
共生、情智和谐发展的语文。 ”孙
双金所倡导的情智语文，不仅仅
强调情感的重要，还强调智慧的
重要，尤其是创造性地把情和智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追求情智和
谐融合、互促互补，让学生情智共
生、和谐发展。

这本书是他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献给伟大时代和广大
语文教师的一份礼物。 鲜活灵动
的文字中， 融注着他的深情、哲
思， 透发出情智语文旺盛的生命
力和迷人的魅力。

这是 迄 今 为 止 阐 述 情 智 语
文理性思考最全面 、 最系统的
一本书。

从书的总体结构看， 全书共
两篇九章。 第一篇“基本主张”是
理论阐述， 分为三章———一是系
统解读情智语文的理论架构和创
新发展； 二是具体阐述孙双金在
追寻教育真谛、 追寻情智语文成
长路上的思考感悟；三是精选了 7
篇教学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
面重点论述了情智语文的基本主
张、教育观、教学观、好课观、实施
途径以及情智语文人对语文教育
本原问题、 对当前语文课堂实施
层面种种现象的深度思考。

对于情智语文的理论架构，

书中从“情智语文”“十二岁以前
的语文”的概念、个性特征、实施
途径、实施策略、一般模式以及情
智语文教学对语文教师的素质要
求等诸多方面作了全面、 系统的
阐述和论证。 字里行间，一个完整
的理论体系呼之欲出。

情智语文的种种组成元素，
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解
读得具体透彻 ， 易于操作实施。
譬如 ，本书录有孙双金在情智语
文的实践研究中， 通过沉淀 、淬
炼 、 研制出的情智语文“一般模
式 ”：（一） 入境———启动情智 ，
（二） 感悟———生发情智，（三）交
流———发展情智，（四） 表达———
展现情智。

说到“模式”， 常会听到一些
指责———“教无定法 ”“模式会僵
化思想 ”等等 。 其实，那是把“模
式”误解为“模式化”了。 从哲学层
面看，课堂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有
计划的实践活动， 它一定有着自
身的基本规律， 也一定遵循这些
基本规律 ，课堂教学“模式 ”正是
力图把握这些规律的载体。

孙双金在文中从“内涵 ”和
“操作方法 ”两个层面，将情智语
文“一般模式”每个环节的教学功
能、内蕴学理、具体运作的步骤 、
方法都做了具体细致的解说。 这
就有利于广大教师借助这“一般
模式”，将情智语文的理念转化为
各自的课堂教学行为， 有效地引
导学生共同营造情智氛围， 自主
学习、自主发展；也有助于教师在
运用“一般模式 ”的教学实践中，
深入领会情智语文的真谛， 把握
其教学规律， 进而逐步创生属于
自己的个性鲜明又色彩缤纷的情
智语文课堂教学种种“变式”。

这是迄今为止品析情智语文
实践精华的最精到、最精要的一
本书。

本书第二篇“经典课例” 中，
撷取了《找春天》《春联》《天游峰
的扫路人》《二泉映月》《思乡组
诗》《走近李白》 等 6 组课堂教学
实录与解析。 教学文本的题材、体
裁 ，教学的目标 、内容 、重点 、策
略，课型和课时各不相同，既有国

家课程标准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
课文教学， 也有孙双金自行开发
的课程资源、课堂构建。 每组教学
实录都保持了课堂的原生态 ，真
实、鲜活、详尽，具有代表性。

“教学解析”部分收录了巢宗
祺、邹敦怜、周一贯等多位著名语
文教育专家、教研专家、特级教师
及儿童文学作家的点评、 赏析和
孙双金本人的教学反思。 专家们
站在课堂教学文化、 阅读教学文
化的高度， 从不同角度对课堂进
行了深入解析，高屋建瓴、精辟鲜
明，让情智语文的理论、教艺 、精
髓都在我们眼前“活”了起来。

孙双金老师执教的 《二泉映
月》一课，广受赞誉。 我省小语领
军人李亮博士站在生命成长的高
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从“建构：
文本理解的一种姿态 ”“开放 ：语
言感悟的一次点化”“生命： 生命
情智的一次升华”3 方面， 满怀深
情地作了全面赏析。 从他的文中，
我们能更清楚地感受到孙老师是
怎样让学生自主经历“山脚———
山腰———山顶”的过程，由不知到
知，由不会到会 ，由不能到能；是
怎样让学生的情感和思维经历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体验“攀
登历险”“豁然开朗” 的快乐。 试
想， 如果我们每堂课都是这样的
“登山式课堂”， 都能像孙老师这
样， 让孩子们经历这样的学习过
程，自己构建起对知识的理解，我
们的学生怎么可能得不到很好的
发展？

这是迄今为止解读孙双金心
路历程、成功密码最明晰、最生动
的一本书。

这些年， 语文教学改革大潮
汹涌澎湃， 众多名师新秀驭舟潮
头、 劈浪奋进，“诗意”“魅力”“深
度”“简单”……旌旗招展，各领风
骚，成果喜人。 孙双金为什么倡导
情智语文呢？ 他是从“缺情乏智”
“苍白枯燥 ”“煽情滥情”“浮躁喧
闹” 等乱象纷呈的语文教学现状
中引发思考而提出来的。 他说 ，
“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情
智和谐的人。 这‘人’的一撇上写
着‘高尚的情感’5 个大字，‘人’

的一捺上写着‘丰富的智慧’5 个
大字，为了造就情智和谐的全人，
而不是造就唯知 、唯情 、唯理的
半人 ， 我们提出来情智语文的
主张。 ”他说 ，儿童时期是情感
和智力发展的最佳时期。 情智共
生是儿童发展的需求，当代儿童
呼唤情智语文，现代新人呼唤情
智语文。 显然 ，孙双金的情智语
文 是 从 语 文 教 育 的 最 终 目
标———对 学 生 生 命 发 展 的 终 极
关怀来思考的。

从语文育人的核心理念出发，
近几年他又提出了“十二岁以前
的语文”，努力建构起语文教育新
体系，从课程的高度，发展、深化
了情智语文， 在语文教育中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我非常
赞同国家督学成尚荣先生对“十
二岁以前的语文” 的赞誉：“这样
的主张宏大，有大视野、大格局。 ”

三十多年来，孙双金为什么总
能得风气之先，在实践中创造、改
革，在理论上创造、升华？

走进这本专著，我们将走进他
的成长故事，与他进行心灵对话，
聆听他的心声， 从中感悟成功的
种种秘密。

他说，“我的梦想是做一名优
秀的人民教师， 让学生沉醉在我
的课堂里。 ”“我追求心心相印、情
智共生的情智教育。 ”“我要在语
文教学上有所贡献。 ”

他说，“教育的全部技巧就是
一个字———爱，对教育事业的爱，
对教育对象的爱。 ”“只有当教师
具有博大深厚的爱心， 在课堂上
才能真正尊重学生、宽容学生、欣
赏学生。 ”

……
孙双金正年富力强，情智语文

的实践与理论也正在不断丰富、深
入发展。《论语》中有一句话，“士不
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衷心祝愿
双金和他的情智语文沐浴着新时
代的阳光，在践行“中国梦”的大道
上，开拓前行，创造更辉煌的明天。

（作者系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原校长 ，语文特级教师 ，江苏人民
教育家培养工程导师）

杏坛书香

走进情智语文深处
■袁 浩

———读孙双金的《情智语文》

经常看到“某某课堂”“某某
学科 ”的提法 ，这些主张以及提
出这些主张的代表教师， 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教学改革的繁
荣 。 当然 ，也有的只是停留在口
号的层面，充斥着豪言壮语、甜
言蜜语或花言巧语 。 魏星的教
学主张比较特别 ， 他站在本质
上思考问题，提出“按照言语生
成的规律教语文”。 作为一门人
文学科 ， 语文是否也存在着像
理科那样的定律呢 ？ 带着这样
的期待 ， 我开始了 《言语生成
律》这本书的阅读。

《言语生成律》是“江苏教育研
究丛书·苏派小学语文名师” 中的
一本。 敬畏规律，探寻规律，进而让

语文敞亮起来，是这本书的主要观
点。“语文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
用”，这“有限手段”就是规律。 书的
开篇就亮出了“语文教学八大定
律”，即：言意共生律、相似互构律、
活动创生律、适应语境律、契合语
体律、选择语料律、组织语脉律、有
无相生律。 作者没有耍弄枯燥的学
术概念，而是结合一个个鲜活的案
例， 试图去打开各类文本教学的
“黑箱”。 语文教学的这些“律”，原
来是在教学的田野中生长出来的。
我在教学现场听过魏星的课，再来
研读书中的那些经典课例，内心依
旧能产生一种豁亮、 通透的感觉。
魏老师总能从文本中掏出“伟大的
事物”———言语密码， 通过匠心独
运的教学活动设计，让儿童“感受
和体验平时极少能直接感受和体
验到的事物，掌握表达这样一些新
的感受和体验的语言与语言形
式”。 按照“言语生成律”教语文，学
生就会进入语言的深处，而语言的
深处正是思维的深处、 情感的深
处、生命的深处。

这本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语
文学科教学的层面。 在收录的《让
语文“敞亮”起来》这篇文章里，作
者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命题：如何过
上敞亮的教育生活？ 作为一项为孩
子打底的工程，教育天然需要教师

具有博大而高远的精神、虔诚而温
馨的情怀和追求敞亮人生的信念。
然而人在发展中时时都会被自身
或身外、有形或无形的东西“遮蔽”
着，功利、劳顿、愚昧 、感性、懦弱
等诸多因素缠绕着，也正因为如
此 ，作为教师才更热切地追求着
自身的解放 ，在“路上”一直追寻
着那种属于自己也属于教育的
“敞亮 ”和“自由 ”。 我特别喜欢
“成长道路”这一部分，魏星中师
毕业后一脚踏进泥巴村 ，在专业
发展的过程中，他也时常遇到这
样或那样的困境 ，“靠外在的成
功来证明自己 ” 。 只是在遭遇困
境时 ， 他用这样的问题来反思
自己：

“教师的人生该怎样过？ 缺乏
独立性和自主性，过一种受到多
种外力支配和控制的压抑的人
生？ 缺乏精神支柱和思想导引 ，
过一种只受功利性 、 利害关系
制约的灰色的人生 ？ 缺乏进取
精神和创造精神 ， 过一种按照
固定的程式和模式操作的充满
匠气的人生？ 缺乏大境界的召唤
和生存智慧的指引， 过一种没有
从容的理性风度和品位的卑微的
人生？ ”

就在这样的反思中，魏星始终
保持着“明亮的精神气象”。 无论处

在什么样的境地，都要永葆赤子之
心 ，向下沉潜 ，向上飞扬 ，生生不
息。 教师无气象失于委顿，教学无
气象失于平庸，语文无气象则失于
小巧，我们无法设想一种没有教育
理想和生命情怀的语文教育之
道。 当然，教师的专业发展还靠严
格的训练。 唯有保持专业发展的
自觉和自律， 才能通向真正的自
由。 在读书、实践、反思等诸多专
业发展的路径中， 魏老师认为教
师写作最为重要， 像鲁迅、 朱自
清 、夏丏尊 、叶圣陶等大家 ，都做
过国文教师， 他们的写作经验就
是最好的课程。语文教师自己“立
人”“立言” 了， 学生才有可能在
语文教育中立人、立言！ 魏星“这
一个”名师案例告诉我们：追求敞
亮的教育生活， 就是教师将自己
的精神、理想、思想以及自己的专
业智慧融会贯通地“化”在教学实
践之中， 与学生一起创造更多的
幸福。

“每一种存在， 都只是巨大网
络中的一个网结； 而每一种道理，
也只是未知海里的一条小鱼。 ”魏
星对自己的认知是清醒的。 在教学
改革的大潮中，《言语生成律》也只
是“一个网结”“一条小鱼”，但每一
个“这一个”都有其典型性与独特
价值。

前段时间，我去南京。见面
时， 潘文彬兄把新出的一本教
学专著———《实实在在教语文》
赠与我。欣喜之余，我更加钦佩
他对儿童的那份尊重和理解，
对语文教育、 语文教学的那份
衷心与痴情。

回来后， 细品其中的每一
篇文章，都感觉字字珠玑，篇篇
都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 透过
文字，我看见了他从容、优雅地
行走在语文路上的美好情景，
我也能体味到他作为一个语文
教育人源自内心的那份快乐和
幸福。

书中潘兄用详实的文字阐
释了他的教育观、教学观、儿童
观和人才观。 针对当前课堂教
学存在的弊端，他抱朴求实，平
衡中寻突破， 创造性地提出了
“问学” 课堂教学的新主张、新
策略， 为课堂教学的改革开启
了一扇新窗。透过这扇窗，我领
略到了别样又精彩纷呈的教育
风景。

“智能之士， 不学不成，不
问不知。”“学”与“问”是一个整
体，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儿
童的学习始于“问”，而后“学”。
潘兄研究后认为， 既然学习发
端于问题，学习就应当先“问”
后“学”，循“问”而“教”，以“问”
促“教”，课堂要引领学生在问题的驱动下，自主学习，
主动探究，围绕学习内容，主动地问，大胆地问，以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学会
学习，快乐成长。学习，要回归朴素，回归本原，回归常
识，回归应有的过程和状态。

问学课堂的提出，顺应了儿童的认知和学习发展规
律，它触摸到了儿童的天性，也在启示我们：问学课堂，不
是教师“教”的课堂，而是学生“学”的课堂；问学课堂，不
是教师“讲”的课堂，而是学生“问”的课堂；问学课堂是学
生的课堂，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问学课堂为学生搭建
磨砺自我、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舞台；问学课堂也为综
合提升学生语文素养打开了新生面、新境界。

潘文彬对教学的认识不只是停留在对文本的研
读上、对教学的设计上、对教法的选择上、对活动的组
织上，而是把着力点放在教学的主体———儿童上。 他
认为：儿童永远要站在课堂的正中央。他热爱儿童，尊
重儿童，理解儿童，相信儿童有无限的潜力和潜能。他
倡导要还给学生自由，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自由的精
神和灵魂，让“儿童像个儿童”。 教师要利用好汉语言
的文化资源、文本资源，引领儿童的发展。教师不仅要
关注儿童今天的发展，多教给他们一些学习上的“干
货”， 让其在听说读写思这些实实在在的言语实践中
迅速提升自己的学习力，更要能放眼未来，提醒我们
教学还要关注儿童的情感以及学习兴趣的培育，教师
要想方设法让儿童在学习探究中能够感受到语言文
字的意蕴之美，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学习，是慢的艺
术，切不可操之过急，要有一份沉淀下来的心和冷静
的思考，迟开的花，它可能最娇艳，也可能最晚凋谢。

“君子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问学课堂，
坚持以“问”为特征，以“学”为核心，鼓励学生自己学习，
主动学习， 快乐学习， 深度学习， 创造性地学习。 如何
“问”？向书本问，向师友问，向同学问，向资源问……如何
“学”？ 要以“活动”为载体，引领儿童“把自己的心沉潜到
文字中去揣摩品味，在质疑中探究，在探究中发现，在发
现中深究……”通过真问题、真思考、真探究、真合作、真
交流、真分享，让真正的学习在课堂上发生。 以“问”促
“思”，要重视培养儿童思考的习惯和思维的品格。

如何将“问学”落到实处？潘文彬提出的“五步”教
学流程，以现实、有趣、探索的情境将学习过程清晰地
展现在了课堂上，即“自主探学———分享互学———优
化练学———总结理学———多元评学”。 学生的学有目
标、有梯度、有评价的标准，形式多种多样。 这样的范
式，不仅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也为课堂带来了
新的活力、新的风景，潘兄的“五步”教学流程，值得每
一位语文教育人细细研读。

这本书收录了潘兄的多篇“问学”课例，每篇都有
对文本的自我解读，有课堂教学的留痕，有同行的观
感，有专家的赏析，读后给予我许多启迪。我很认同刘
荃老师对潘兄课堂的评价：“我觉得潘老师的课堂也
恰似用才情和智慧酿造而出的一杯美酒， 它甘醇甜
美，芳香四溢，让唇齿生津，有通体舒畅之感。 ”

这本书，让我受益很多，它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以
后的教学之路。我准备把这本书推荐给我工作室的成
员和我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也从中受益，上实实在在
的课，做实实在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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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敞亮的教育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前滩学校 顾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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