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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教师

于晓冰：这个中年教师不“油腻”
□本报记者 金 锐

在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教师于晓冰见面之前，以为这个

名字属于一位女教师。见面之后，

才发现是一位中年男教师，一个胖

子，络腮胡，不修边幅，看起来还有

一点“油腻”。

考试成绩不佳的“中考专家”

在十几年的初中语文教学生涯

中，于晓冰连续 10 年在北京市西城区

参与中考卷命题，他对十几年来的中

考题发展变化信手拈来，甚至随便说

出一道中考题，他就能指出是哪一年

的哪一道题，这道题是从之前的哪一

道题演变而来，在这之后又有了怎样

的发展。

对中考试题的熟悉达到这样的程

度，我想他的课一定会受到家长的追

捧。但事实上，他只有三四次带毕业

班的经历，更多的情况是带到初二就

被家长“吐槽”，或者搭班的班主任不

满意，要求学校更换语文老师。原因

竟然是于晓冰所带班级的学生成绩普

遍一般。

这很令人吃惊。于晓冰却很坦

然，他认为如果初一、初二就开始盯着

考试，针对考查范围极为有限的内容

反复训练，固然可以拿高分，却让学生

误以为这就是学习语文的正确路径，

以后就难以突破了。“初一、初二这个

阶段，应该有意识地打好基础，不必过

于在乎考试分数，需要让学生进行大

量的扩展阅读，将来才有可能厚积薄

发。”于晓冰说道。

因此，于晓冰很少给学生布置作

业，直到初三仍然坚持“三不”原则，即

不布置硬性作业、不拖堂、不加课，更

多地让学生体会阅读的乐趣，体会语

文的乐趣。

初三学生的成绩如何，他笑着告

诉记者：“逆袭！”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带

毕业班的经历，学生的语文成绩往往

从年级倒数一跃而至年级前列。因为

之前有厚重的基础，再加上于晓冰对

中考试题极为熟悉，能够迅速带领学

生举一反三，完成应试备考。

“教师必须有‘大语文’观，把语文

当作‘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化’来讲

授，而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字’；语文教

育中的思想教育功能要通过‘文学和

文化’的讲授来实现，不能空喊口号，

尤其不能为了思想性而忽视文学性；

要使语文教学成为学生未来发展的动

力源，既要注重语文知识的学习，也要

注重文学思维方式的培养。”这就是于

晓冰的语文教育观。

国学课的“造景”和“借景”

基于“大语文”的教育观念，于晓

冰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正确语

文学习观念为己任，在学校第一次开

起了“国学课”。于晓冰自编国学课教

材，讲《声律启蒙》，讲《论语》，讲古今

名联，讲中小学的必背古诗文及相关

拓展。

传统文化包罗万象，于晓冰之所

以选择这些内容，是因为这些内容在

中考或高考中都会涉及。“设计教学

内容时，不能先讲“无用之用”，而是

要以‘实用’为切入点。”于晓冰说，

“在学习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再

给学生补充扩展国学内容，必然会让

他们觉得是在额外增加负担。如果还

是给他们讲‘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他

们很难体会，不如先突出‘实用’这方

面的因素。”

于是，于晓冰一方面固然要说“大

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更要说“实用”。

通过“实用”引起学生以及家长的重

视，从而在点滴浸润中，让学生慢慢体

会国学对于人生成长的“大用”。这样

的处理方式虽然看似有些无奈，但也

是在这个功利浮躁的环境下能够采取

的折中办法。

虽然有了教材，但于晓冰并不完

全照着教材走，他反复提及的是叶圣

陶 先 生 的 名 言——“教 材 就 是 个 例

子 ”。 所 以 ，他 在 使 用 教 材 时 非 常

灵活。

于晓冰在上课时经常涉及一对关

键词——“造境”与“借境”。教师在上

课过程中，习惯采用情境导入的方

式。但是，这种情境更多是有意设计

的结果，学生能够明确感受到“请君入

瓮”的意味，效果便弱化了很多。

学生对国学本身就有疏离感，如

果仍旧一成不变地采用“造境”的方

式上课，可能效果会更差。因此，于

晓冰尽可能采用“借境”的方式，充分

利用每一个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情境引

入话题，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刮

大风的时候，他就和学生玩飞花令，

一起说带有“风”字的诗歌；下大雨的

时候，他就给学生讲一讲古代经典中

关于“雨”的描写有哪些，古人从这种

天气现象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学

生发生矛盾、推卸责任的时候，他就

给 学 生 讲“ 君 子 求 诸 己 ，小 人 求 诸

人”。这样的“借境”让学生在不经意

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也让他们从

心理上更愿意接受。

“借境”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远比

“造境”困难得多，因为“造境”是固定

的、可控的，“借境”则是随机而不可控

的。显然，“借境”需要教师有更多储

备，要像魔术师的帽子一样，随时随地

变出奇妙的东西。为了能更好地“借

境”，于晓冰会有意识地多做储备。比

如，春夏秋冬、风花雪月这些是古诗文

中常见的意象，他就分门别类地进行

系统整理；学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用经典可以怎

样深入解读，他也会有意识地积累。

当这些“境”发生的时候，学生会觉得

老师是在不经意之中讲给他们的，但

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老师长时间、有意

识积累的结果。

对 于 国 学 的 态 度 ，于 晓 冰 说 ：

“我虽然热爱国学，但绝不迷信，不

相信国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谓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经

典所讲的道理可以穿越时空，但是

这种穿越时空必然要与现实生活有

机 结 合 ，才 能 充 分 显 示 它 的 生 命

力。同时，国学也只是我们自己的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无

论哪一种文化，都有它的长处和短

处，都是在适应它的时代和环境下

产生的。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外

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前行发展，拥

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于晓冰教国学时，绝不“王婆卖

瓜，自卖自夸”。他时常告诫学生，要

有一颗中国心，但是要做世界的公民，

要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的胸怀。因此，

于晓冰也会不断推荐世界各国的优秀

文学作品。

业余经营公众号的“网红”

在教书育人之余，于晓冰还悉心

经营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名字叫“水寒

说语文”，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网

红”。

许多人看到“水寒”的时候，就想

起来了“风萧萧兮易水寒”这句诗，就

想起来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但于晓冰

的“水寒”并不是这个来历，因为“风

萧萧兮易水寒”之后就是“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他还不想“一去兮不复还”。

于晓冰说，“水寒”是他的字，出处

是《荀子·劝学》中的“冰，水为之而寒

于水”，前面的一句就是“青，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他给自己取“水寒”为字，

就是希望学生都能够超过他，能够“青

出于蓝”。

于晓冰的公众号文章，有金刚怒

目，对各种不良教育现象的尖锐批

评；也有菩萨低眉，条分缕析地诉说

自己对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他说，自

己关注热点但不会刻意“蹭”热点，当

然也不回避热点。他对自己的要求是

“绝不写心灵鸡汤”“但问是非，不问

利害”。

当有人提出语文老师的实力在命

题的时候，他就写《语文老师的实力在

命题，你是不是在逗我》，用切身体会

讲述语文老师更应该把读书放在首

位，因为命题只是读书的一个“副产

品”而已。

当许多人宣传这样或者那样的答

题技巧可以“一招制敌”的时候，他就

写《如果你完全相信那些所谓的答题

技巧，那你就掉到坑里去了》，从命题

和答题的角度讲述为什么那些答题技

巧并不靠谱。

当有人笃信“提高一分，怼掉百

人”的时候，他就写《没有分只是你觉

得会要命，只知道追分才真的会要

命》，就写《狂热追求高分既是病态，也

是无知》，就写《我主张平时考试八十

多分就好》。

当《论语》被纳入中高考，一直给

学生讲《论语》的他，却写了《听闻<论

语>纳入高考，最初开心，但接着更多

是担心》。虽然他深爱着《论语》，希望

学生多读《论语》，但又深深担忧“一重

视就考试，一考试就拧巴”的情况。

与于晓冰的谈话是很温和的，他

并没有展现出公众号文章中所显示的

那种激烈。他告诉我，他是“冷眼观教

育，热肠做教育”，或许这就是“爱之

深，责之切”？

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

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轰轰烈烈，只要

静下心来，不为名、不为利，将教育的

种子播撒下去，总有长成参天大树的

那一天。

这让人想起他的公众号自我介绍

中的一副自勉联：“读诗书，羞为名，耻

为利；诵经典，出于口，入于心。”

这就是于晓冰，他并不是看起来

那种不修边幅的“油腻中年”，而是一

个有着深深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情怀的

“非常教师”。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他给我们上第

一堂课时的样子，背微弓，肩稍稍往回

扣着，低头忙忙地走进教室。那一瞬

间，他的光头在白炽灯下闪了一下，这

光头很容易让人误判他的年龄。

他走进来，走上讲台，等班里安静

下来，他才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道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

寒于水”。他开始介绍自己的名字和

字，“我叫于晓冰，字水寒。”声音平和，

语速不快，每说到三声的字就要顿一

顿，好像十分珍而重之地拐好那个角。

水寒老师教学，不讲课本，大半节

都在讲《论语》《孟子》一类，也不留硬

性作业，既然与考试无关，自然就很少

有学生听。我记起来偶尔闲翻书，翻

到《答楚王问》：“是其曲弥高，其和弥

寡。”用在这里比较合适。

水寒老师不布置笔头作业，我说的

是“笔头作业”，他让我们拓展，他讲醉

翁亭记，让我们查欧阳修，六一居士是

哪“六一”，为了能继续回答他的问题，

我们就去研究。

水寒老师极其关注学生。有一次

讲岳阳楼记，他讲范仲淹，进而提到《严

先生祠堂记》。我遂在底下答：是“云山

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那个吗？那一瞬间他把写板书的手顿

了一顿，转过头来慢慢地看我一眼，然

后微微一点头。他用与先前变化不大、

依旧顿挫的语气说道：“很好，咱们班同

学积累真的很不错，非常难得。”

我开心极了，简直要从座位上跳

起来，那一天我心情十分之好，一直冒

着欢乐的泡泡，像个被发了小红花的

幼儿园大班生。

渐渐地，我开始喜欢听水寒老师

讲课。我听他讲课，总是不由自主地

想到河水：在遥远的过去，浩大的河

流，它们在每一个夏季泛滥，漫延到亘

古的土地，它们的水渗入每一把泥土，

发出长久生发的香气。那片土地因而

变得丰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水

寒老师所讲的就是那些东西。那是古

老的、美丽的，行将在一代一代的传承

中被遗忘，但永远不会死去。

初二时，我每天都在忙不迭地认

识人，苏轼、李煜、秦观、毛姆、夏目漱

石、太宰治、奥威尔、莫泊桑……这些

人通过他们的文字进驻我的大脑，我

排队、等车或者排队的时候，他们就跳

出来和我讲话。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教学方

式，考试扑面而来，大家都只顾着“存

活”。期中考试后，意见如同潮水，有

些激进分子课上甚至出言不逊，甚至

还有家长找到学校来。水寒老师十几

年参加中考命题，我能想象那些家长

的心理，大约像是守着一座金山，但没

法挖，他们很着急。

水寒老师不是不愤懑的。他的情

绪并不写在脸上。他表情不变，声音

也没怎么变，但能感觉到他在激动，

在着急，头顶在白炽灯底下反着光。

他花费半节课去劝说，去感召，他说

不要忘记本源，要读书，要读书。我

听得都要哭了，觉得老师是真的不容

易。讲台下的人在睡觉，脊背涌动

着，此起彼伏。

水寒老师开过“小松读书会”，一

个年级来的人很少，十二三个，好在来

的都是喜欢读书的。每周四下午，水

寒老师借一个会议室，讲讲文学，讲讲

读书，我依然记得他讲“花落知多少”

和“应是绿肥红瘦”到底是在室内写的

还是室外写的，还有比较小王子的翻

译版本哪一个好。那就像上小班课一

样，真是享受。

我上初三时，水寒老师教初一国

学，因为初一和初三不在一个校区，故

而我也不能时常见到他。初三上学期

我对唐诗疯狂着迷，与他坐下聊了一

回，他显得很高兴的样子，谈起他的初

一国学课，他说教国学比教语文要好，

毕竟不是考试科目，又是初一，班上听

的人也就稍稍多一些。他又讲起他的

公众号，还有他的读书会，据说是申请

用了传统文化课的茶艺室；我能看出

来水寒老师是真的很高兴，他终于少

了一些束缚，能去做他真正喜欢的事

情，讲他的国学。我想象水寒老师对

着初一的小孩子讲课的样子，不由得

笑了。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坐在水寒老

师的办公室，终于琢磨透了“安得广厦

千万间”这句话，《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绝不仅仅是希望所有的读书人都吃饱

穿暖，而是能不能让天下有抱负和理

想的人少受一些苦？杜甫就在那么一

个恶劣的天气，在漏雨的屋子里走来

走去，着急地说：“能不能？能不能？”

动人至极。

我的老师“水寒”
□学生 刘 齐

链 接

于晓冰，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中学语文教师。从教以

来，一直致力于优秀国学经典

文化在中小学的普及工作。曾

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兼职教研

员，西城区中考备考命题组成

员，北京市中考语文考题评价

专家组成员，开明版语文教材

编委，人教版国学教材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