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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禧老师执教的祝禧老师执教的《《孔子游春孔子游春》》
一课一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我认
为为，，这一课比较典型地表现出这一课比较典型地表现出““文文
化语文化语文””的追求与特质的追求与特质。。

《《孔子游春孔子游春》》描写孔子与弟子描写孔子与弟子
们在泗水河畔游春论志的情景们在泗水河畔游春论志的情景。。

一个文本固然具有内在的客一个文本固然具有内在的客
观规约性观规约性，，但仍给读者留存了广阔但仍给读者留存了广阔
的解读空间的解读空间，，这使得阅读不仅表现这使得阅读不仅表现
为再现作者彼时彼景心境的过程为再现作者彼时彼景心境的过程，，
更可以赋予读者主观的情怀与视更可以赋予读者主观的情怀与视
野野，，获得再创造的快乐获得再创造的快乐。。读者在这读者在这
一过程中逐渐发现并完善一过程中逐渐发现并完善““自我自我”。”。
教师与学生就是一种读者教师与学生就是一种读者，，只不过只不过
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除却一般阅除却一般阅
读意义的寻求读意义的寻求，，还有教与学层面的还有教与学层面的
个性价值个性价值。。长期以来长期以来，，阅读教学囿阅读教学囿
于狭小的教育空间于狭小的教育空间，，寻求道德教化寻求道德教化
与工具训练与工具训练，，忽略了阅读的本体忽略了阅读的本体，，
使得阅读教学异化使得阅读教学异化，，本应流淌其间本应流淌其间
的美好因子被挥发筛滤的美好因子被挥发筛滤。。在这样在这样
的背景下的背景下，，祝老师提出祝老师提出““文化语文文化语文””

的主张的主张，，颇具眼见颇具眼见。。每一个教学文每一个教学文
本就是一个文化载体本就是一个文化载体，，每一个阅读每一个阅读
课堂就是一次文化跋涉课堂就是一次文化跋涉，，阅读学习阅读学习
的过程就是人的成长历程的过程就是人的成长历程。。

在在《《孔子游春孔子游春》》的教学中的教学中，，祝老祝老
师带领学生用心地走进又走出文师带领学生用心地走进又走出文
本本，，进行了颇具创意又极为有效的进行了颇具创意又极为有效的
重组与增容重组与增容。。

首先首先，，我们感触到祝老师将中我们感触到祝老师将中
华母语渊源长河传递给儿童的拳华母语渊源长河传递给儿童的拳
拳之心拳之心。。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汉语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汉语
言在行进的路途上既一路蜕变又言在行进的路途上既一路蜕变又
保持自我保持自我，，如何让今日的儿童在学如何让今日的儿童在学
习当代语言的同时了解它的曾经习当代语言的同时了解它的曾经？？
祝老师力图通过文本找到文白语祝老师力图通过文本找到文白语
言的某种链接点言的某种链接点，，在共同的内容上在共同的内容上
感悟言说形式的差异感悟言说形式的差异。。她适时补她适时补
充片段充片段：“：“暮春者暮春者，，春服既成春服既成，，冠者冠者
五六人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浴乎沂，，风乎风乎
舞雩舞雩，，咏而归咏而归。”。”这正是课文相应片这正是课文相应片
段的描写段的描写，，学生对照诵读学生对照诵读，，不难领不难领
会两者表达的异同会两者表达的异同。。巧妙的是巧妙的是，，祝祝

老师的设计妥帖地安置在课文整老师的设计妥帖地安置在课文整
体的学习情境中体的学习情境中，“，“让我们也一起让我们也一起
说说————‘‘吾与点也吾与点也’”，’”，古老的语言古老的语言
在当下找到了知音在当下找到了知音。。

其次其次，，我们感受到祝老师对文我们感受到祝老师对文
本折射的中华文化的适度开发本折射的中华文化的适度开发。。
课文中课文中，，孔子有一段论述流水的宏孔子有一段论述流水的宏
论论。“。“仁者乐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智者乐水”，”，山山、、水水
已被赋予诸多人文因素已被赋予诸多人文因素，，其本质是其本质是
一种一种““人化的自然人化的自然”。”。祝老师敏锐祝老师敏锐
地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文化内涵地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文化内涵，，在在
教学中教学中，，以课文的描写为引子以课文的描写为引子，，引引
导学生文白对照导学生文白对照，，体会孔子体会孔子““从波从波
澜起伏澜起伏，，奔腾不息的泗水中看到了奔腾不息的泗水中看到了
什么什么，，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
领会古代文化中借物喻人领会古代文化中借物喻人、、托物言托物言
志的志的““比兴比兴””手法手法。。因为拥有一定因为拥有一定
的感性支撑与理性认识的感性支撑与理性认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
前的先哲恍若来到跟前前的先哲恍若来到跟前，，其背手面其背手面
水沉思的神情那样可亲水沉思的神情那样可亲。。

最后最后，，我们感动于祝老师对于我们感动于祝老师对于
中国中国““文人文人””形象的理形象的理解与欣赏解与欣赏。。

《《孔子游春孔子游春》》是叙事文是叙事文，，并未突显人并未突显人
物形象的塑造物形象的塑造。。但是但是，，文字间隙中文字间隙中
孔子仍然音容可现孔子仍然音容可现。。祝老师引导祝老师引导
学生组合相关片段学生组合相关片段，，获得了关于孔获得了关于孔
子的立体形象子的立体形象。。她如此操作她如此操作，，一方一方
面基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的意义面基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的意义；；
另一方面意欲通过走近孔子另一方面意欲通过走近孔子，，引发引发
儿童对中国文化儿童对中国文化的关怀的关怀。。这是富这是富
有意义的有意义的““种子埋植种子埋植”。“”。“你觉得做你觉得做
孔子的弟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孔子的弟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受受？”“？”“据古书记载据古书记载，，孔子的弟子各孔子的弟子各
有各的性格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志向各有各的志向。。孔孔
子是怎样与弟子交往的子是怎样与弟子交往的，，又表现又表现
了他怎样的胸怀呢了他怎样的胸怀呢？”？”这些启发性这些启发性
很强的引导很强的引导，，使得学生一步步走使得学生一步步走
近孔夫子近孔夫子：：他和蔼可亲他和蔼可亲、、平易近平易近
人人，，他多才多艺他多才多艺，，他是学生的朋他是学生的朋
友友。。如果说这些只是着眼文本字如果说这些只是着眼文本字
面传递的信息面传递的信息，，紧接着紧接着““向孔子老向孔子老
师畅谈志向师畅谈志向””就迈入了对话机制就迈入了对话机制。。
名为名为““畅谈畅谈”，”，故须扣住对象故须扣住对象，，势必势必
引导学生进一步领会孔子的主引导学生进一步领会孔子的主

张张；；既名为既名为““畅谈畅谈”，”，气氛该是宽松气氛该是宽松
和谐和谐，，这正是孔夫子一贯倡导的这正是孔夫子一贯倡导的
师生观师生观。。水到渠成水到渠成，，当学生们感悟当学生们感悟
到到““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提出了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提出了

‘‘因材施教因材施教’’的主张的主张，，他用独特的教他用独特的教
育理念教育自己的学生育理念教育自己的学生，，他在政治他在政治
上还提出了上还提出了‘‘仁者仁者爱人爱人’’的理念的理念””
时时，，我我们不由欣慰们不由欣慰、、感叹感叹——这样这样
的课堂充盈着睿的课堂充盈着睿智智、、洋溢着温情洋溢着温情，，
当学生们的心头不断被埋下一些当学生们的心头不断被埋下一些

““种子种子”，”，他们的心间也会绽放思他们的心间也会绽放思
辨的花蕊辨的花蕊。。祝老师把握住了这种祝老师把握住了这种
儿童的哲学火光儿童的哲学火光，，将其催生为动将其催生为动
人的课堂论坛人的课堂论坛““遥想孔子当年遥想孔子当年——
从从《《孔子游春孔子游春》》说起说起”。”。

指点江山的气魄指点江山的气魄，，激扬语言的激扬语言的
豪情豪情，，这是少年的率真与智慧这是少年的率真与智慧，，也也
是孔子思想沐浴下课堂孕就的才是孔子思想沐浴下课堂孕就的才
情与胆识情与胆识。。

（（周益民周益民，，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教师教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语文课堂语文课堂，，埋下一些埋下一些““种子种子””

■■周益民周益民

——听祝禧教听祝禧教《《孔子游春孔子游春》》

任何教育的形态都来自于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任何教育的形态都来自于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当我们关注语文课堂和语文教学的时候当我们关注语文课堂和语文教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追问我们不得不追问：：什么是语文教育的本质什么是语文教育的本质？？从字面理解从字面理解，，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语文就是语言文字，，从这样的理路很从这样的理路很
容易进入语用说容易进入语用说，，即一些学者专家主张的即一些学者专家主张的““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而当我们将视野转向广袤的苏派语文世界中而当我们将视野转向广袤的苏派语文世界中，，我们发现我们发现，，这样的解读显然无法阐释斯霞这样的解读显然无法阐释斯霞““和易以思和易以思””
的语文教学智慧的语文教学智慧，，也无法阐述孙双金也无法阐述孙双金、、祝禧祝禧、、周益民等名师语文教学的艺术和境界周益民等名师语文教学的艺术和境界。。那么那么，，什么是苏派语文课堂教学的理解与追求什么是苏派语文课堂教学的理解与追求？？苏派语文课堂里究竟发生着什么苏派语文课堂里究竟发生着什么？？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改变改变
了什么了什么？？也许也许，，我们需要将语言的本质放在教育的意义范畴中重新定义与考量我们需要将语言的本质放在教育的意义范畴中重新定义与考量，，在宏大的历史文化时空和鲜活的儿童生命世界里去寻找属于在宏大的历史文化时空和鲜活的儿童生命世界里去寻找属于““儿童的句子儿童的句子””和和““主体的对话主体的对话”，”，才能真正地走才能真正地走
进苏派语文教育的世界进苏派语文教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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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易以思：斯霞的语文教学智慧
■潘文彬

柳斌先生说过一句话：“教师不要
包办一切，主持课堂要少讲精讲，贵在
点拨。在这里，点是‘点石成金’的点，
拨是‘拨乱反正’的拨，责任不可谓不
重大。”可见，课堂教学是一种引导点
拨的艺术。在这些方面，斯霞老师为
我们做出了典范。斯霞老师用她的爱
心和智慧演绎的语文课堂，是学生学
习纯真语文的课堂，是学生享受母语
学习魅力的课堂，是学生智慧自然生
长的课堂。她的课堂教学启迪着我
们，让语文学习真正发生，离不开教师
的引导艺术。

这里，不妨撷取斯霞老师的经典
课例《李闯王渡黄河》中一个教学环
节，以此来领略她的课堂教学风采和
语文教学智慧。

师：课题上这个“渡”字是什么意

思？

生：“渡”就是过的意思。

师：那么，过马路能不能说“渡马

路”呢？

生：不能。“渡”就是用船渡过水

面。

师：对。假使我们这样……（做泅

水的姿势）

生：“渡”就是从水里过，如渡水、

毛主席横渡长江。

师：还有什么“渡”？

生：渡船，渡口。

生：东渡，摆渡。

师：对了，都是用这个“渡”字。因

为是从水里过，所以“渡”字左边有三

点水，大家记好了。

见微知著。斯霞老师的课堂引导
与点拨质朴而灵动，自然而睿智，显现
出高超的课堂教学艺术。

导之有情。斯霞老师热爱儿童，
她的启发与引导流淌着对学生的无
限关爱。斯霞老师热爱母语，她的启
发与引导彰显着汉语言文字的迷人
魅力。斯霞老师把握住育人的精髓，
她的启发与引导流淌着育人的情愫
和智慧。

导之有趣。斯霞老师真懂儿童，
她的启发与引导充满着儿童的趣味；
斯霞老师真懂语文，她的启发与引导
充满着语文的味道。在她的循循诱导
之下，学生穿梭在语言文字的丛林里，
寻幽探秘，在轻松愉悦中学语习文，享
受学习。

导之有度。斯霞老师始终站在儿
童那一边，采用最适切的方式启发、引
导儿童认识汉字、理解汉语，丰富儿童
的语言积累，引领儿童的语文学习，促
进儿童言语智慧的发展。斯霞老师的
启发与引导自然而有法度，通过适时
适度的追问，开启学生的思维，使得学
生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和理解由混沌模
糊变得精准、立体而又丰满起来。

导之有法。斯霞老师把握儿童的
认知特点，遵循儿童的学习规律，理解
儿童，并准确捕捉住儿童认知的偏差，
不急不躁，淡定平和，循循善诱，采用
聊天的方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
导儿童展开思辨，让学生在不知不觉
中纠正偏差，习得知识，生成智慧。

导之有道。斯霞老师的启发与引
导遵循儿童的发展之道，贴近儿童的

“最近发展区”，让儿童获得一种适性
的发展；遵循母语的学习之道，引导学
生通过语文来学习语文，以语化文，让
儿童在语言和精神上健壮、长高；遵循

课堂教学之道，以学生为主体，以对话
为核心，引导学生亲历过程，让儿童把

“经历”变成“经验”。
行文至此，又想起了《学记》中的

话：“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
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这
是启发式教学思想的精髓。斯霞老师
的教学智慧正是对传统教学思想的传
承与弘扬。

（潘文彬，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

学校长，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孙双金老师曾说孙双金老师曾说，“，“高明高明
的教师不是给学生奉献知的教师不是给学生奉献知
识识、、奉献真理奉献真理，，而是启发学生而是启发学生
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发现问题、、发现真理发现真理。。
所以所以，，教师在课堂上要把自教师在课堂上要把自
己适当地隐藏起来己适当地隐藏起来，，把学生把学生
推到前台推到前台，，推到思维和课堂推到思维和课堂
的中心的中心，，这才是教学的艺术这才是教学的艺术
或教学的真谛或教学的真谛！”！”孙老师的课孙老师的课
堂由导入到语文三大本领堂由导入到语文三大本领

““读读、、思思、、写写””的传授无不展现的传授无不展现
其高超的教学其高超的教学““隐藏隐藏””艺术艺术。。

导导：：隐藏教师角色隐藏教师角色，，调动调动
学生情趣学生情趣

一堂公开课最大的阻碍一堂公开课最大的阻碍
就是师生间要由陌生逐渐走就是师生间要由陌生逐渐走
向熟悉向熟悉，，而作为教学前奏的导而作为教学前奏的导
入环节入环节，，则显得尤为重要则显得尤为重要。。孙孙
老师巧妙地借助学生熟悉的老师巧妙地借助学生熟悉的
人物角色人物角色，，隐蔽自己的教师身隐蔽自己的教师身
份份，，一步步走进学生的心灵深一步步走进学生的心灵深
处处，，一开始便和学生建立了较一开始便和学生建立了较
为亲密的关系为亲密的关系，，激发了学生的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心向和学习情趣学习心向和学习情趣。。由此由此
可见可见，，教师的教学导入设计既教师的教学导入设计既
要符合学生的发展阶段和学要符合学生的发展阶段和学
习特征习特征，，又要极具趣味性又要极具趣味性，，能能
够调动学生思考和学习的热够调动学生思考和学习的热
情情。。而后而后，，语文的三大本领语文的三大本领

““读读、、思思、、写写””便贯穿整个课堂便贯穿整个课堂，，
从山脚到山顶从山脚到山顶，，层层递进层层递进、、一一
气呵成气呵成。。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学生在潜移默化的
过程中自行享受并消化了一过程中自行享受并消化了一
顿精神大餐顿精神大餐。。

读读：：隐藏教师锋芒隐藏教师锋芒，，突显突显
学生童真学生童真

读书是学习语文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读书是学习语文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这一环在这一环
节中节中，，孙老师若隐若现孙老师若隐若现，，故意收敛锋芒故意收敛锋芒，，展现学生的童展现学生的童
真与童趣真与童趣，，实则正是其高超教学艺术的彰显实则正是其高超教学艺术的彰显。。一方一方
面面，，教师要有同理心教师要有同理心，，有时候不是教师不够负责和有有时候不是教师不够负责和有
趣趣，，而是课堂的设计不够符合学生的兴趣点而是课堂的设计不够符合学生的兴趣点，，没有让没有让
学生觉得有意思学生觉得有意思；；另一方面另一方面，，真正高超的教学真正高超的教学““隐藏隐藏””
艺术不是教师出彩艺术不是教师出彩，，而是处处让学生有展现个人价值而是处处让学生有展现个人价值
的机会的机会，，给他们足够的尊重给他们足够的尊重。。学生表现得越是自然学生表现得越是自然、、
越是真实越是真实，，教学则越成为一种艺术享受教学则越成为一种艺术享受。。

思思：：隐藏教师设问隐藏教师设问，，启迪学生思考启迪学生思考
一堂精彩的课应是思维碰撞的课一堂精彩的课应是思维碰撞的课，，一个优秀的一个优秀的

教师应具备引导学生思考的教育艺术教师应具备引导学生思考的教育艺术。。什么是好什么是好
的问题的问题、、好的答案好的答案？？在孙老师看来在孙老师看来，，由学生思考出由学生思考出
来的问题来的问题，，才是好问题才是好问题；；由学生共同想出来的答案由学生共同想出来的答案，，
才是好答案才是好答案。。在课堂上在课堂上，，即便学生年龄小即便学生年龄小，，但他们但他们
也是也是““智囊团智囊团”，”，力量不可小觑力量不可小觑。。他提出他提出““学生可学生可
畏畏”：”：他们能发现教师发现不了的问题他们能发现教师发现不了的问题，，他们敢于向他们敢于向
书本和教师挑战书本和教师挑战，，他们不仅能提出而且能回答教师他们不仅能提出而且能回答教师
回答不了的问题回答不了的问题。。因此因此，，教师应适度减少设问教师应适度减少设问，，让让
学生小手直举学生小手直举、、大脑高速运转大脑高速运转。。

写写：：隐藏教师权威隐藏教师权威，，激发学生创造激发学生创造
教师权威展现的是教师的威严以及学生对教教师权威展现的是教师的威严以及学生对教

师的服从师的服从，，但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但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我们不断我们不断
认识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价值认识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价值，，课堂不应该完全课堂不应该完全
由教师主导由教师主导，，而应交由学生创造而应交由学生创造。。在孙老师的课在孙老师的课
堂堂，，可以明显感受到可以明显感受到““谦虚谦虚””二字二字。。他向学生鞠躬他向学生鞠躬，，
对学生说对学生说““向你们讨教向你们讨教””等等，，无数次让人感觉到一名无数次让人感觉到一名
教师对于学生的尊重教师对于学生的尊重，，对于教学的热爱对于教学的热爱。。在写的环在写的环
节节，，孙老师没有直接让学生创作孙老师没有直接让学生创作，，而是先由简单的而是先由简单的

““仿写仿写””入手入手，，让学生畅所欲言让学生畅所欲言，，成功地激发了学生成功地激发了学生
的创作活力的创作活力，，调动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力调动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力，，为为““创创
写写””奠定思考基础奠定思考基础。。

一堂成功的课犹如奏乐一堂成功的课犹如奏乐，，按照主旋律按照主旋律，，曲调抑扬曲调抑扬
顿挫顿挫，，音节疏密相间音节疏密相间，，节奏明快和谐节奏明快和谐，，各个环节有机各个环节有机
相连相连。。孙老师整堂课的设计环环相扣孙老师整堂课的设计环环相扣，，正如他所说正如他所说

““好课像登山好课像登山”。”。从山脚开始攀登从山脚开始攀登，，逐步登上山腰逐步登上山腰、、山山
顶顶，，你会感到你会感到““会当凌绝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览众山小”“”“无限风光无限风光
在险峰在险峰”，”，虽然登山艰辛虽然登山艰辛，，但乐在其中但乐在其中，，且乐此不疲且乐此不疲。。

听周益民老师上课听周益民老师上课，，总有许多惊总有许多惊
喜和收获喜和收获。《。《创造一个老故事创造一个老故事》》也不例也不例
外外。。听着周益民和学生共同构筑的活听着周益民和学生共同构筑的活
泼泼的诗化课堂泼泼的诗化课堂，，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脑海里不时浮现出
一个词一个词““返本开新返本开新”。”。精彩的课堂让精彩的课堂让
我们读到了周老师的思想我们读到了周老师的思想、、教学风格教学风格
和应声落地的教学情境和应声落地的教学情境，，把我们带向把我们带向
了诗化的语文教育新境界了诗化的语文教育新境界。。

返本返本：：
回到民间文学温暖的故乡回到民间文学温暖的故乡

多年来多年来，，周益民老师在口承文化周益民老师在口承文化
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丰硕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丰硕，，为小学语文为小学语文
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的课堂在他的课堂
上上，，经常能听到利用民间故事经常能听到利用民间故事、、童谣童谣、、
童话等民间文学资源童话等民间文学资源，，借助口耳相传借助口耳相传
最质朴却最重要的方式最质朴却最重要的方式，，传承着中华传承着中华
民族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民族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他就像一个他就像一个
使者使者，，引领儿童回到话语的故乡引领儿童回到话语的故乡，，回到回到
语言的源头语言的源头，，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曼妙地歌曼妙地歌
唱唱。。他认为他认为，“，“儿童沉浸在语言编织的儿童沉浸在语言编织的
世界世界，，像把玩魔术一般在语言所展示像把玩魔术一般在语言所展示
的瑰丽世界里嬉戏的瑰丽世界里嬉戏、、流连流连，，体验着精神体验着精神
的狂欢的狂欢。。语言把儿童的虚构与真实语言把儿童的虚构与真实、、
生活与幻想交融在了一起生活与幻想交融在了一起。”《。”《创造一创造一
个老故事个老故事》》便是他在民间文学阅读与便是他在民间文学阅读与

写作教学中的新成果写作教学中的新成果。。
““牛郎织女牛郎织女””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老故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老故

事事。。在周老师的课堂上在周老师的课堂上，，却呈现出却呈现出““张健张健
写的歌谣式写的歌谣式”“”“程玮写的对话体程玮写的对话体””及及““黄蓓黄蓓
佳写的加角色体佳写的加角色体””的老故事的老故事。。老师用不老师用不
同的母语表达方式同的母语表达方式，，让儿童认知一个老让儿童认知一个老
故事的多种面貌故事的多种面貌，，让老故事焕发出新生让老故事焕发出新生
命命。。学生在感悟学生在感悟、、品味品味、、体验中学习老故体验中学习老故
事的多元表达事的多元表达，，沉浸在崭新有趣的学习沉浸在崭新有趣的学习
中中，，与角色与角色、、情节情节、、细节对话细节对话，，不时迸发出不时迸发出
睿智的语言和会意的欢笑睿智的语言和会意的欢笑。。

一个教师只有对母语怀抱最高意一个教师只有对母语怀抱最高意
义上的虔敬与热爱义上的虔敬与热爱，，才能把散落在民间才能把散落在民间
的一颗颗的一颗颗““珍珠珍珠””重新串联起来重新串联起来，，进行新进行新
的创造的创造，，并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儿并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儿
童童。。周益民正是这样一个教师周益民正是这样一个教师。。

开新开新：：
激活儿童的创造天性激活儿童的创造天性

深入课堂深入课堂，，你会发现你会发现，，教师和学生教师和学生
徜徉在老故事的新世界里徜徉在老故事的新世界里，，课堂本身课堂本身
也是一个动人的不断创造着的故事也是一个动人的不断创造着的故事。。

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一个老故事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一个老故事。。

儿童最喜欢听故事儿童最喜欢听故事、、讲故事讲故事。“。“牛郎牛郎
织女织女””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当周当周
老师呈现歌谣体老师呈现歌谣体、、加角色体加角色体、、对话体的对话体的

老故事时老故事时，，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歌谣歌谣
读上去朗朗上口读上去朗朗上口、、活泼可爱活泼可爱。。周老师关周老师关
注的就是歌谣语言的魅力注的就是歌谣语言的魅力，，直接带领学直接带领学
生用拍桌跺脚的方式读出歌谣的节奏生用拍桌跺脚的方式读出歌谣的节奏
和韵律和韵律，，使学生明白歌谣的情节跳跃使学生明白歌谣的情节跳跃。。
在朗朗的歌谣声中在朗朗的歌谣声中，，儿童成了精气神十儿童成了精气神十
足的小精灵足的小精灵。。

在在““加角色加角色””故事出现时故事出现时，，周老师周老师
故意设置了许多关卡故意设置了许多关卡：：加一个什么角加一个什么角
色是契合的色是契合的？？作者黄蓓佳会怎么构作者黄蓓佳会怎么构
思思？？在在《《猎人海力布猎人海力布》》的故事中加什么的故事中加什么
角色更恰当角色更恰当？？讲到讲到““对话体对话体””时时，，周老周老
师进一步放手师进一步放手，，让学生带着能否将爱让学生带着能否将爱
丽丝换成中国老奶奶进行对话丽丝换成中国老奶奶进行对话、、能否能否
将将““回忆回忆””改成改成““后来怎么样后来怎么样””的表达等的表达等
问题走进更深层的角色选择和文学语问题走进更深层的角色选择和文学语
言的表达中言的表达中，，进而带领儿童走进文学进而带领儿童走进文学
创作的世界创作的世界。。

确实确实，，创造一个老故事创造一个老故事，，主角不仅主角不仅
指创造了老故事的优秀作家们指创造了老故事的优秀作家们，，更指更指
正在成长的可爱的孩子们正在成长的可爱的孩子们。。他们用学他们用学
到的歌谣体到的歌谣体、、对话体对话体、、加角色体去创造加角色体去创造
老故事老故事《《猎人海力布猎人海力布》，》，让老故事活在让老故事活在
自己的笔下自己的笔下，，在多元的语言世界里在多元的语言世界里，，使使
身心获得一种解放身心获得一种解放。。从课尾学生朗读从课尾学生朗读
自己创造的自己创造的《《猎人海力布猎人海力布》》的歌谣中的歌谣中，，

我们能看出儿童完全沉浸在语言创造我们能看出儿童完全沉浸在语言创造
之中之中，，想象力想象力、、冥思力和创造力被充分冥思力和创造力被充分
激发出来激发出来——经历着高峰体验的学生经历着高峰体验的学生
是幸福的是幸福的。。

课堂本身即是一个创造的故事课堂本身即是一个创造的故事。。

周老师的课堂本身也是一个精彩周老师的课堂本身也是一个精彩
的创造故事的创造故事。。用老故事的用老故事的 33种变体串种变体串
联起整个教学的阅读和创作联起整个教学的阅读和创作，，条理清条理清
晰晰，，节奏鲜明节奏鲜明，，很有意味很有意味。。这种有意味这种有意味
的的““形式形式”，”，让课堂充满美感让课堂充满美感。。周老师周老师
不仅教会学生阅读不同文体的语言特不仅教会学生阅读不同文体的语言特
点点，，更关注学生学习情绪的调动更关注学生学习情绪的调动，，不断不断
鼓励他们去挑战新的领域鼓励他们去挑战新的领域。。语气语调语气语调
朴素而真挚朴素而真挚，，坚定而优雅坚定而优雅。。一种积极一种积极
的的、、温暖的温暖的、、轻松愉悦的情绪始终伴随轻松愉悦的情绪始终伴随
着儿童的学习着儿童的学习。。

在周老师为儿童创造的语言世界在周老师为儿童创造的语言世界
里里，，每一个儿童都成为缪斯意义上的继每一个儿童都成为缪斯意义上的继
承人承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创造着一个完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创造着一个完
满的世界满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美的这个世界是美的，，是文学的是文学的，，
有真实有真实、、有虚构有虚构，，有生活有生活、、有幻想有幻想，，有自有自
己己、、有他人……融在一起呈现出一个有他人……融在一起呈现出一个
诗化的诗化的、、和谐的世界和谐的世界。。

（（祝禧祝禧，，江苏省海门中南国际小学江苏省海门中南国际小学

校长校长，，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返本开新返本开新：：语文教育新境界语文教育新境界

■■祝禧祝禧

——评周益民评周益民《《创造一个老故事创造一个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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