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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文化”原本是分不
开的，统称“文化教育”。祝禧倡导
的“文化语文教育”本身也成了一
种“文化”，一种富于创新精神的

“教育文化”。读《祝禧：文化语文
教育》一书，就能感觉到文化的气
息扑面而来。祝禧用心锻造的文
化语文教育，无疑就是一朵璀璨夺
目的金蔷薇，在苏派小学语文名师
的丛林里散发独特的芬芳。

《祝禧：文化语文教育》凝聚
着祝禧对“文化语文”的思考。通
过这本书，可以窥见她的教育思
想、教学主张、实践成果以及背后
的故事。本书由两大篇章组成，
第一篇收录了祝禧文化语文教育
的基本主张，第二篇是祝禧的经
典课例。在第一篇中，我们可以
窥见祝禧文化语文思想的深邃。
祝禧在书中提出的“教有文化的
语文，育有教养的儿童”“文化语
文教学是一个‘文化濡染’的过
程”等教育思想，让读者不自觉地
跟随她的步伐，走上一条语文教
学的寻根之路。她让文化的清泉
滋润语文教学，也滋润了儿童的
心田。“文化语文”已经走过了二
十余年的历程，在本书第一篇第
二章中，祝禧校长用深情的语言
讲述了“文化语文”这朵金蔷薇的
锻造之旅。从 1985年到 2020年，
祝禧不断丰富文化语文教育的内
涵。她在教学、阅读和写作中，在
所能够达到的一切地方积聚文化
语文的“金沙”，实现“金蔷薇之
梦”。第二篇有五个章节，收录了
祝禧关于不同文体的教学实录和
解析，配以名家的点评，读来令人

有耳目一新之感，读者大可管中
窥豹，识得“文化语文”的精深
内涵。

祝禧的“文化语文”究竟是什
么？读了她的《祝禧：文化语文教
育》，每个人都会产生不同的思考。
这里只是谈谈自己的一些印象。

祝禧的“文化语文”是一种理
想追求

“文化语文”带给儿童一种高
品质的语文生活，这种语文生活可
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文化语
文”是有意义的语文。语文不仅以
言行事，更在于养身。语文滋养心
灵，是儿童精神发育、精神成长的
一个重要源泉，所以语文具有超功
利的意义。我们谈文化语文，不只
是在知识层面，而是更强调超功利
性的终极价值追求。祝禧的理想
语文最重要的特质，是高尚的、高
位的精神层面的追求，这是儿童精
神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语文，传承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荀子讲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这个美
主要是精神，主要是“腹有诗书气
自华”的美。第二，“文化语文”是
应用的语文。祝禧的“文化语文”
是向生活打开的，是在实践中体
验、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则，它与儿
童的语文表现能力联系在一起。
第三,“文化语文”是一种境界的语
文。这个境界是整体性的，这种整
体性体现在哪里呢？文化语文素
养各元素是融通的。比如我们要
读一个经典，有学者说经典标志着
三个成熟：一是文明的成熟，二是
心智的成熟，三是语言的成熟。这
三个成熟融为一体，它就成为经

典，也就自成境界。又如语文经常
讲的工具与人文，如果达到内在的
高度统一，则也是一种境界。课堂
生活与日常生活相互融通，它也是
一种境界。而这种种融通，在《祝
禧：文化语文教育》一书里俯拾皆
是，所以我们说“文化语文”是境界
的语文。

正因为祝禧的“文化语文”是
有意义的语文、应用的语文、境界
的语文，因此是理想照亮的语文。

祝禧的“文化语文”是一种
情境

祝禧的“文化语文”形成了具
有厚度的“大情境”。第一是文学
的情境。“文化语文”最显眼的标志
就是文学。这文学就是经典和古
典情结。文学的情结与中国的汉
字有着文化的连接。一个字抑或
一个词，两千多年的审美经验都积
淀在这里，这就是祝禧的“二千年
的眼睛”。第二是生活的情境。祝
禧的“文化语文”是向生活打开的，
深刻地引导着儿童的日常语文生
活。她在书中倡导了 100个典型
的日常生活场景，值得注意的是这
并非普通的日常生活，她关注的是
日常生活的典型化。这种本质意
义上的生活，超越生活本身，才是
学生应该过的那种生活。第三，这
种大情境还在于学校就是图书馆。
为了让孩子们惬意地阅读，学校的
许多空间进行了创意设计，整个学
校成了一个大的图书馆。在这样
的物理空间、物质空间里，师生一
起享受语文生活。

祝禧的“文化语文”具有“中情
境”。这个“中情境”是什么？首先

是主题阅读，这个主题阅读有的与
教材有关，有的超越教材，主要是
语文的、文学的、校本的阅读，它包
括了祝禧的讲述。还有跨界的语
文学习，比如说语言跟电影课程、
语言跟美术、语言跟音乐等学科的
融合。

当然，祝禧的“文化语文”也有
“小情境”。这种小情境首先是作
为具体课文的文本情境，祝禧努力
地把文本的意蕴与儿童的精神发
育联系起来，这种文本意蕴对儿童
是真实的、适切的。其次，这种小
情境也包括不同文本形成的情境，
它往往由文本的互文性生成。互
文性是文本与文本联系的过程，这
种联系相互响应、映照和吸收，它
使文本情境更广阔、更开放。比
如，本书案例中的《开天辟地》，祝
禧借助其他神话文本，把故事放在
中外神话的历史隧道里面去观照，
它就变得非常有厚度。

祝禧的“文化语文”是一种儿
童积极的语文实践

祝禧非常在意“活动”这个
词，这个“活动”就是积极的语文
实践，即我们过去讲的听、说、读、
写。那么这种语文实践在祝禧的

“文化语文”中有什么样的特征
呢？第一是参与性。我们不仅让
儿童在场，还要让儿童出场，让他
们的主体性张扬出来，要让他们
主动参与。比如在祝禧《圆圆的
世界》教学中，儿童进行着语言的
狂欢。他们快乐出场，在语言的
洪流中“转圈圈”，转出了空间的
宽广，转出了时间的悠长，在充满
魅力的语言世界中抵达圆融。第

二是挑战性。在《祝禧：文化语文
教育》中，我们可以读一下《开天
辟地》的教学目标，有表演性地讲
述故事，了解创世神话的特点，引
发儿童思考世界从哪里来的哲
思，领悟神话文学的诗意，拓展阅
读创世神话，等等，非常具有挑战
性。第三是审美性。这个审美性
中涵盖了认知和情感的高度融
和。文化语文教学是一个“文化
濡染”的过程。本书中收录的许
多案例，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过程
涉及许多的实践领域和要素。活
动演练、精神陶冶、智慧生成、艺
术熏染、综合建构……祝禧和她
的团队通过开展“蓝天下的课堂”

“网络上的世界”“舞台上的演绎”
等校园文化活动来拓展学生学习
语文的生活空间。学生在各类社
团如笋芽儿剧社、蒲公英诗社、满
天星文学社等大显身手，尽展风
采。再加上隐形的校园文化氛围
和显性的校园文化设施，更增添
了浓郁的文化气息。老师、学生
甚至家长都沉浸在节日般的欢快
气氛里，流连忘返，乐此不疲。这
样学习语文，学得活，学得实，学
得有品位，而且具有持续不断、强
劲有力的发展动力。

祝禧的“文化语文”是一种丰
收的图景

“文化语文”熏陶的孩子有特
质，他们学校的孩子更具有大气、
底气、灵气、帅气、锐气。这是整
个学校文化熏陶出来的，是所有
老师努力出来的，但“文化语文”
居功之首。祝禧教过的孩子都特
别喜欢上语文课，一个老师是否

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是
否喜欢你，是否喜欢你教的学科。
祝禧做到了。孩子们往往成了祝
老师的粉丝，对语文的喜爱成了
许多孩子的生活习惯。纵观本书
的思想脉络和课堂案例，我们看
到，课外阅读以及非体制化的安
排，孩子都能主动参与，因为他们
喜欢。“文化语文”为儿童过上高
品质的语文生活，为儿童到高一
级学校学习创造了更多积极的可
能。因为他们这种灵性、潜力、创
造性，必将让他们走向更好的
未来。

祝禧“文化语文”的丰收图
景，还在于她的团队和自己的成
长。祝禧的“文化语文”和她的自
我修炼是分不开的，我们从第一
篇的第二章《成长道路 锻造美丽
的金蔷薇》中可以看到，祝禧的

“文化语文”一直处在自我探索的
状态中。在语文体系的构建和实
践模式的创造方面，她显然做得
很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她专门
攻读了美学硕士，广泛阅读，深入
思考，使自己的精神图景更丰富、
更完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
美其身”。

打开《祝禧：文化语文教育》，
感知着她对教育平实、恳切、坚韧
而温柔的爱，令阅读者不由自主
地也产生对“文化语文”的诗意眷
顾与祈望，我相信祝禧在大家的
关 注 下 能 更 好 地 走 向“ 诗 与
远方”。

（杨九俊，江苏省教育学会名

誉会长、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一朵璀璨夺目的金蔷薇
■杨九俊

连续利用几个夜晚，拜读了
《周益民：诗化语文》书稿，感到
特别的高兴。这不仅因为周益
民是我得意的初中学生，是我骄
傲的四甲（注：江苏海门一乡镇
名）老乡，主要是，作为一位有影
响力的教师，他敢于突破成见，
鲜 明 地 亮 出 自 己 的 教 育 主
张——诗化语文——以中国语
言文化的巅峰造诣作为自己的
教学追求，而在这本书稿里，我
也看到了那个没有变的少年周
益民，一个在诗意中永远纯净生
长着的周益民。从教20多年来，
周益民始终坚持“三点”：一是做
人的“基本点”，善良、真诚、有爱
心；二是“支撑点”，他用理想、信
念、爱好作为生命的精神支柱，
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支撑点；三是

“生长点”，在平静、平实、平凡的
小学语文教育世界，他沉潜于语
言与生命的更深处，竭力把学生
从狭隘的功利和世俗的羁绊中
解放出来，把孩子从依附、盲从
和定式中解放出来……这是一
种教师与孩子的生命相携相伴、
同生共长的教育历程。

在周益民语文教学的历程
中，生长的是精神，释放的是
诗性。

记得20多年前，在南通市小
学素质教育现场会上，周益民执
教公开课《周总理，你在哪里？》，
他与上课的学生，我与几百位观
摩者，在对总理深深的追思与敬
仰中止不住地流下了泪水。那
是我第一次听周益民上课，也是
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小学语文
教学带来的心灵震撼，原来语文
不只是字、词、句、章，不只是听、
说、读、写，它更是对语言、对自
然、对社会、对人生的一种真情
感悟，是一束愈燃愈美的火焰！

大约 18年前，我与海门市
小学语文教师走进了实验小学
的多功能教室，观赏了周益民执
教的古诗公开课《静夜思》。短
短的几句古诗，在他华章彩句地
拨动下，使得听课不是味同嚼

蜡，而是如饮甘泉。我在听课笔
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感叹：一般
的教师教给学生的是知识，高明
的教师教给学生的是方法，而教
育家教给学生的则是思想。在
我心目中，彼时的周益民已不是
一般的语文教师了。

2004年底，江苏省第五届
“新世纪园丁”教育教学论文大
赛颁奖活动在苏州吴江举行，在
我的推荐下，周益民执教了一节
公开课《逆风的蝶》。当时，包括
杨九俊在内的所有听课者都被
周益民饱满的精神，新颖别致而
又灵活多变的导入、激趣、引学、
启思所激活、激荡、激奋、激动。
用一句带有诗意的话来评价，这
节课就像“灯笼的通明和苹果上
未经涂染的那种红的颜色”。

之后不久，周益民到南京工
作，我与他很少谋面了。三年前
的冬天，在徐州的一次阅读沙龙
现场，他作为嘉宾，我是与会听
众，在成尚荣先生的引发下，我
与他有了短暂的对话交流，交流
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我读到的他
在《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
的一篇篇大作。

这次，拜读《周益民：诗化语
文》书稿，仿佛又与瘦弱干练的周
益民促膝交谈。我看到了永远激
情燃烧、腹有诗文千万卷的周益
民，他的主张更加鲜明了，学识益
发增长了，与孩子们永远水乳交
融。正如他在我主编的《阳光下的
塑造》一书中所表述的：“与孩子的
心一起跳动。”因为他永远是一个
喜欢读书的人，一个勤于思考的
人，一个充满诗性的语文教师。

自由与“忘我”是诗歌最高
的境界。周益民正是在这样的
境界中追随着“诗化语文”，唯有
在这样境界中的教育，才会在孩
子的生命灵魂深处真正带来解
放与向善向美的力量。

（吴勇，新教育教师成长学

院院长，江苏教育报刊总社苏派

教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教是为了不需要教”，要把教
师的“教”转化为学生的“学”，学生
不仅要“学会”，更要“会学”，即教
师要“教学生学会学习”。为此，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习指导，
培养学生会学习的能力。我们发
现这是于永正老师在教学中对学
生进行学习指导的核心追求。

一、以问启思，感悟学法
美国教育家特内根据布鲁姆

《教育目标分类学》的基本思想，创
设了布鲁姆-特内教学提问模式，把
教学提问由低到高分为知识、理解、
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提问层
次。在课堂教学中，于老师通过六
个层次的有效提问使学生积累语
文知识，感悟语文学习方法，提高了
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从而使他
的教学提问能够发挥如下作用：首
先，加深知识理解，促进思考。于老
师的讲授是基于学生的先备知识，
通过知识水平提问及理解水平提问
引导学生及时回顾、改组已有知识，
并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其
次，激活学生思维，提高能力。于
老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设身处地
解读文本内容，激活思维，从而夯
实语文知识，锻炼语文能力。再
次，感悟学习方法，发挥潜力。于
老师运用综合水平提问及评价水

平提问，发挥学生的潜力，促进学
生学习方法的掌握，让学生在实际
运用中内化、吸收知识。

二、示范引导，掌握学法
于永正老师曾指出：“大德无

形，大化无痕。影响，在小学阶段
尤为显著。”他非常强调教师的示
范作用，在“影响”观的理念指导
下，他面向全体学生示范并展示学
法，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同时，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性，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适
合的指导。

1.教师示范。小学生处于不成
熟时期，独立性和自我教育能力欠
缺，此时学习的重要方式是模仿。
由于强烈的向师性，他们把老师作
为模仿对象，学习老师的言行举止。
因此老师在教学中应把握学生独特
的心理特点，通过自身的示范，增强
学习的直观性和规范性，引导学生
学会学习。于老师深谙这一规律，
在他的课上经常可以见到老师的示
范：规范工整的板书，声情并茂的朗
读，异彩纷呈的“下水文”。

2.注意学习习惯的培养。“重
习惯”是于永正老师的“五重教学”
主张之一。他指出：“小时候，人是
习惯的主人；长大之后，人是习惯
的奴隶。从小培养良好的习惯，可

受用一生。”良好的学习语文的习
惯，是“养成的”，不是“说教”出来
的。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高效学习
的保证。在教学中，于老师经常对
学生进行学习指导，并促进学生养
成优良习惯。

3.关注学生的差异性。教师
要根据学生的差异性，对全班指导
后再对个别学生进行学习指导，选
择适合学生年龄、知识能力、性格
与兴趣的学习方法。只有当学习
方法适合学生特点，方法才会有
效。于老师在课堂中经常关注不
同类型的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指
导。面对同样的学习内容，天生聪
慧的学生会调动主观能动性探究
学习方法，而资质较差或态度不端
正的学生，他们常常对老师的学习
指导视而不见、启而不发。于老师
深知此现象，一方面他充分挖掘每
一名学生的能力和潜能，另一方面
他能够正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选
择合适的方式适时进行教育，有效
地促进学习方法的指导。

三、回顾迁移，运用学法
课堂总结是教学过程中的重

要环节，结课是否成功将直接影响
学生的学习成果。虽然在课堂教学
中回顾总结所占据的时间不多，但
却能吸引学生注意力，建立新、旧知

识之间的联系，促进知识吸收、深
化、巩固。其次，可以让学生总结学
习方法，对知识进行系统化处理，拓
宽自己的知识网络结构。在教学
中，于老师以小结形式结尾，让学生
回顾总结，抒发读写实践中的真实
感受。学生举一反三、迁移运用，逐
渐形成“会学习”的能力。

“重迁移”同样是于永正老师的
“五重教学”主张之一。 语文教学
中的迁移主要指读的迁移和写的迁
移。“读的迁移”是以读促思，由读到
说。于永正老师指出，“读的迁移就
是由课内到课外，得法于课内，得益
于课外”。“写的迁移”是由读到写的
过程，读写结合。阅读是内化的吸
收，写作是外化的表达，阅读和写
作、学和用的这种同步性，使读写结
合成为完全可能的事情。于老师认
为“语文能力最重要的标志是‘会
写’”，在教学中，他刻意设置练笔环
节，在迁移中掌握学法。

于永正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注意
以问启思，让学生感悟学法；示范引
导，让学生掌握学法；回顾迁移，让
学生运用学法，体现出高明的学习
指导艺术。他将学习的权利还给学
生，所谓文贵自得，书忌耳传。凡是

“告诉”的东西，都比不上“自得”的
好，“自求得之”是当今教学之精义。

教是为了不需要教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牛宝荣 李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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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诗性”教师

■吴勇

——读《周益民：诗化语文》有感

——特级教师于永正课堂教学中的学习指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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