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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花，语文是根"
——特级教师于永正访谈

本千q记者'李节

1962年，于永正老师踏上小学教学岗位，至U2012年，从

教整整50周年。于老师跟一般的语文老师不太一样，他教

语文，却提倡学生人人学一样乐器；教语文，却经常带着

孩子玩；教语文，却很少分析课文而是跟学生一起写、一

起说、一起读。于老师还爱唱京剧，写得好书法，写得好文

章。有时候，他说自己教的不是语文，而是孩子；有时候，

他说自己至今还是像孩子般好奇、贪玩；有时候，他说自己

教了五十年书才知道该怎么教。以上种种，可以归结为于

老师对语文教学的理解：‘‘人生是花，语文是根。”亦可以

为于老师的如下课堂教学理念做一注解“少些包办，多些

自主；少些限制，多些引导；少些理性，多些情趣。要尊重

人，理解人，关心人，要把学生培养成‘／N”。这应是做语

文教师的最高境界吧。这样说，于老师大概要反对的，他

会说：“没有什么，我只是一个小学语文教师。”

至今，“于永正”三个字似乎已经成了语文教学的一

个符号，这个符号是简单、扎实的教学风格的象征，是细

心、耐心的教学方法的象征，更是把孩子当成孩子、把语

文当成人生之根的教学思想的象征。在于老师从教50周

年之际，本刊采访到他，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不简单的语

文老师。

于老师(左二)带领徒弟参观徐州民主路小学的写字教学

语文最有情

李节(以下简称“李”)：在庆祝您从教五十

周年的研讨会上，您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您

说：“教了五十年书把自己教成了孩子。”为什么这

么说?

于永正(以下简称“于”)：类似的话，李吉林

老师也说过。她自己说是“长大的儿童”，我还说过

“要蹲下来看学生”的话。这都是形象的说法。意

思是说，老师要有一颗童心，要与儿童相似。比如

说吧，为一年级的小朋友朗读《乌鸦喝水》，就不

能用“大人腔”，无论是语气还是表情，都要活泼

些、生动些，就像当年孙敬修老师给小朋友讲故事

一样。如果适当加些手势之类的体态语，小朋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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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喜欢，更容易走进文本。五十年前我这样读，五十年后

还这样读，而且比年轻时读得更认真、更生动。小朋友听

了'不但乐了'而且会情不自禁地拿起：格来，眉飞色舞地读

起来。

童心不泯，就会站在学生的角度。L看问题。一次我们

带学生春游，来到湖边，学生要求划船，班主任不敢答应，

怕出危险。我说：“有工作人员和我们在呢IJ}白这怕那，什

么都办不成呀!要理解学生——划!”学生欢呼雀跃。

最近我重读萧红写的《祖父的园子》，被深深地触动

了。老师也好，家长也好，不要把学生“看”死了，“管”死

了!给他们留出自主发展的空间，允许他们玩，允许他们

调皮!当老师的，做家长的，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曾经也是

孩子呀!

李：您是一个懂孩子、懂语文的人。我知道您还重视

艺术教育，提倡学生们都要学会一件乐器。在您的“五重

教学”理念中，放在第一位的是“情趣”，您说语文要“有

情有趣”。您为什么这么重视情趣、重视艺术教育?

于：懂，谈不上。我是一个热爱教：育的人，包括语文教

育。我说的“五重”，首先是“重情趣”。这里的“情趣”是

“有情有趣”的缩写，或者说“简称”。，情是维系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纽带。师生之间是由“师生之睛”维系在一起的。

不论你是什么学科的老师，对学生都要旮隋，要关心体贴

学生，要理解尊重学生，讲究教学民主。语文是最有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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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学科，理所当然地要求语文老师要有丰富的情感。情

感世界荒芜的人，是教不好语文的。首先你读不懂课文，不

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面对着许多感情深沉、意蕴丰厚的

课文，你总不能用同一种语气、同一种表隋读吧?总不能干

巴巴地讲吧?如果我们的语文教学不能让学生走进文本隋

感的深处，让学生受到感染，还奢谈什么“情感、态度、价

值观”呢?再说了'任何学习，都必须有良好的情感参与，

否则，不会有好效果。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良好的情感参

与，就不会有对真理的追求。”总之，教育不能缺少情，少

了’教育就是一个空壳。

关于艺术教育，我在有关文章里已经谈了不少了。李政

道说：“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艺术是养人

的，能陶冶人的情操，开发人的想象力。我很庆幸，我在小

学遇到了张敬斋老师，是他激发了我对美术、书法、京剧的

兴趣。艺术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我的语文教育。所以我十分

重视艺术教育，让艺术完善学生的人格，启迪他们的智慧，

让艺术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充实和快乐。

守住小学语文教学的“常”

李：都是语文，小学语文跟中学语文有什么不同?都

是教语文，小学语文教师跟中学语文教师的区别在哪里?

于：语文姓“语”。小学语文除了姓“语”还姓‘‘／J、’’，是

教6—12岁的小孩学语文的。小学阶段是启蒙教育，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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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语文与教中学生、大学生学语文不同。即使是小学生，也

有区别，不能把一年级的小朋友当作六年级的学生。

小学生要掌握哪些语文知识?培养哪些能力?在识

字、写字、阅读、习作等方面有哪些质和量的要求?每个

年段的要求又有哪些不同?每教一篇课文、一册语文书，

要给学生留下什么?这些我们必须去研究，做到心中有

数。现在小学语文教学有“越位”现象，如不适当地拔

高、挖掘、拓展，忘记了坐在我们面前的是几岁的娃娃。

相比之下，不到位的现象更普遍、更严重。比如书写水平、

朗读水平、口头和书面的表达水平，以及背诵量、阅读量，

还有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好多学生达不到课标的要求。

小学语文教师要有目标意识和落实意识。我的导师张庆

先生说：“识字、写字、读书、背诵、说话、作文、习惯是小

学语文的七大教学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写字、读书、作

文和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小学毕业生，能把字写好，书

读好，文章写通，并养成了读写的习惯，就可以向家长、中

学老师、社会作交代了，o”

“写、读、作、习”四个方面落实了，其他方面会有的，

人文性也跑不了。

教小孩子学语文，要手把手地教，实打实地教。手把

手地教，说的是耐心、细心；实打实地教，说的是要实实在

在、扎扎实实地教，不能搞花架子。这是一种责任，一种韧

劲，一种“夯”的精神。

李：您教了五十年语文，经历过多次课改，使用过几种不

同版本的教材，您怎么看待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变与不变?

于：语文教学中的确有不变的东西，我常说要守住语

文教学的“常”，“常”就是不变的东西，是规律。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哪些是不变的?识字、写字、读书、作文、激

发兴趣、培养习惯是不变的，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

会变的。语文教学一直为人诟病，就是没有守住“常”，没

按规律办事。写字的规律是什么?是描红、仿影、临帖。

而且要天天描红、仿影、临帖，无论是硬笔字、软笔字，

概莫能外。新中国成立以来，谁按照这一规律去指导学生

写字了?

朗读的规律是什么?是让学生听老师读、跟老师读。

教作文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读写结合”。读是基础。书

是最好的作文指导老师，每篇文章都在告诉你怎样写作

文。因此，阅读教学一定要多读(包括朗读)，重视语言的

积累、语感的培养，同时要关注表达。重视课外阅读，老师

在课外阅读指导中要引导学生关注作者是怎样表达的。

当前，关于语文教学的提法不少，“颠覆”“革命”“转

身”之类的词语屡见报端。其实，“常”是颠覆不了的，正如

日出E1落，四季交替，是跟“不以尧存，不以桀亡”的道理

一样的。

要说创新，我觉得学习方式方法可以创新。比如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就是一个，老wJi币,ffl可以设计一些好的

活动，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完成学习。设计活动的眼

光要放开，视野要开阔，比如可以关注世界、关注地球，关

注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此外。教学手段也可以创新，比如合

理恰当地使用多媒体，利用多媒体展示汉字的演变等。多

媒体只有用得恰到好处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老师们要动

动脑筋。

李：相对于一些花哨的教学方式，中国传统经验的价

值和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也就是您前面说的“常”。能否谈

谈您对传统经验的理解?

于：我们的古人对语文教学的规律已经摸得很透了，

“熟读、精思、博览、多作”是古人对语文教学规律的高

度概括。山东的郭宗明老师直言：“现在我们在语文教

学上搞不过古人。”我同意他的说法。虽然时代不同了，

但古人的好的经验我们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也是事实。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并似乎明白了李大钊为什么取字

“守常”。不可改变的也不能改变的，要守住；规律，要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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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教一本语文书

李：您的课为什么很少分析课文?是因为小学课文内

容浅显，不必重视对文本的解读呢，还是另有奥妙?

于：“内容分析”是小学语文教学的痼疾。原因很多，

一是“相沿成习”——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都

是这样做的；二是“左邻右舍”和某些公开课的影响——

好多名师都是这样做的；三是“语文教什么’教材上规定不

明确，有的课后思考题，就是让学生去“分析”的。于是，

就出现了虽然“百花齐放”但少了些“争艳”的局面。同一

篇课文，不但有不同的教法，而且有不同的教学内容。不明

确教什么，这是课文教学效率不彰的根：本原因。

我的语文教学是读写并重。首先是读，学生能把一篇

课文正确、流畅、有感情地朗读出来，语言有了，形象有了’

情感有了'表达方法也有了。如果读不好，则什么也没有。

然后是写。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学会表达。还有写字，写

好字是小学语文的一个重要目标。不但写正确，还要写规

范—_人楷书之体。到了高年级，我还让学生学写行书。

在语文教学中我很少分析讲解，不是因为小学语文浅

显，也不是因为我不会讲，是因为课文内容不等于教学内

容。有位名人(忘记谁了)说：“如果说学校设置的课程可

以砍掉一门的话，那就是语文。”这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的!大名鼎鼎的黄永玉先生，上小学时留过五次级，外号

叫做“黄逃学”。莫言先生上学也不多，是什么原因使他们

成为大家的呢?—_{卖书!读来读去，黄永玉成了著名艺术

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李：目前，小学生在课上做“课课练”“达标卷”、在课

余做家庭作业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您怎么看这些练习和

作业?您是怎么给学生留作业的?

于：我们的老师之所以这样做，是怕考试；家长之所

以支持这样做是望子成龙。可实际却与之相反，把学生埋

在作业堆里，是对学生的极大摧残!我多次说过，应试教

育是泯灭个性的教育，是扼杀天才的教育!我们的学生哪

于老师执教《高尔基和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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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根据兴趣学习?不能

根据兴趣学习，哪里会出人

才?所有有远见的老师都不

把分数放在眼里，包括美国

最佳教师雷夫·艾斯奎斯。分

数不能和人才画等号。要让学

生有志向，有专长，有良好的

习惯，包括良好的学习习惯。

课标说得好：“少做题，多读

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

的书。”读书是我的学生最重

要的作业，其次是作文和练

字。实践证明把这三件事做

好了，不怕考试，而且让学生

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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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学生该如何开展课外阅读?怎样充分利用在学

校时的课上时间，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7

于：不能只教一本语文书。学语文是个慢功，是一辈子

的事情。优秀的语文老师，有远见卓识的语文老师，都有自

己的“课程”，他们的眼睛绝不只盯着一本语文课本。在这

方面，陈琴、韩兴娥、李虹霞等老师做得比我好。他们都是

在课堂上让学生读经典的。韩老师只用两三个星期就把课

本教完了，陈老师大概用一个月。我是在课堂上教古代经

典，如《三字经》《干字文》以及古诗词和其他古文。不讲

学生不懂，在初知大意的基础上，我会让学生背诵下来。

至于现代中外名著，是他们在家里读的，我只是偶尔了解

』下，督促』下，与学生交流j下，或开个读书交流会。吕叔

湘先生说：“我的语文能力百分之三十得益于课内，百分之

七十得益于课外阅读。”可见，学生不能只读一本语文书。

我告诉学生，我们要抱着学语文的目的读课外书。遇到生

字，记下来，查字典，注上拼音；遇上好词好旬抄下来；遇

上写得精彩处，背诵下来；多关注作家的表达方法。对于

我来说，读书从来不是消遣，而是学习。因此，我也这样要

求我的学生。

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语文

李：您说老师在课堂上要放松，是老9币，但不要太像老

师，要放低自己，抬高学生。这是不是做老师的最高境界?

老师在课堂上该如何定位自己?

于：我说的“放松”，是老师的心情要放松，架子要放

下，以大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学生的面前。绝不要求学生和

大人相似，相反，老师要和学生相似。我是老9币，但不要太

像老师，最好不让学生感到我是老师。太像老师，就很难

和学生融为一体。这一点，国外的同行，做得比我们好。我

在课堂上的角色定位就是两个：组织者、引导者。我希望我

和我的学生能在和谐、轻松的氛围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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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的不少徒弟已经成为名师，成为各地的教学骨

干。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对于教师成长有什么特别的

作用?您收徒弟时，有没有标准?您怎么考查他们?

于：我的徒弟中有不少佼佼者，有的成为全国名师，但

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我没帮多少忙。对青年教师来说，拜

我为师只是一种荣誉，可能对他们有点激励作用。那张拜

师证书，最多也就相当于一张奖状吧。有些主动的徒弟，

会经常向我讨教，或讨论一个问题，或讨论某一篇课文的

教法，或让我修改文章。也有向我请教朗诵的。我在电话

的这一头读一句，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读一句，一打就是一

个多小时。也有些徒弟把我的书放在枕边、案头，认真研

读，用以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并经常向我UN．读书心

得。我最喜欢肯思考，肯干的徒弟。具备了这两条，不拜师

也会成功。写到这里，能干的徒弟立刻跃人了我的眼帘：赵

志祥、张祖庆、戴建荣、朱文君、李虹霞、王晓虹、郑勇、张

芬英、丁强、姚进、杨然⋯⋯

李：我们常说学好语文是终身受益的。您怎么看语文

老师的语文素养?

于：人生是花，语文是根。一个人无论学什么专业，将

来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学好语文，否则不会有大的发展。语

文老师要有好的语文素养，能读善写，能说善书(写字)。

这样的老师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语文。

优秀的语文老师得是“文化人，’，以“文”化“己”。

“文”主要是指读书。职业要求语文老师必须是个读书人，

要成为终身的阅读者。文化人的男一个方面，是以“艺术”

化‘火’，语文老师要有点艺术细胞，如书法、音乐、美术、

舞蹈等，艺术细胞多了，语文教学一定会充满灵性。优秀的

语文老师还得是个“思想者”。语文老师要把思考所得形

诸文字，这样可以使思考更缜密、更深刻。一定要动笔写

东西，并养成习惯。优秀的语文老师还应当善于与人交流。

多与同事交流，如果谈笑有鸿儒，能够常与专家交流就更

好了。圈

24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