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在“囧”途
老师非圣贤。 漫长的教学生涯，也许谁都经

历过一些“难堪”的事：或许是课堂上学生时不时
抛出一些“难倒”你的问题；或许是一只鸟儿飞进
教室扰乱了你的教学计划；也或许是哪个淘气包
又让你下不来台……吃一堑长一智， 正是这些
“囧事”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和动力。
把你的囧事儿与大家分享，让我们在笑中带泪的
故事中寻找成长的足迹。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字数 1500 字
以内，来稿请注明参与话题“教在囧途”。 截稿日
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

那些学生教给我的道理
汤老师遇到两个打架的学生，她给他们调解

之后，两个孩子表示已经和好如初。 汤老师迟疑
地问他们是否只是“假和好”时，其中一个学生认
真地说：“老师，我们是真的和好了。你知道吗？我

们又不是大人，我们是小孩子耶。 ”言外之意，只
有你们大人才会“装”。 一句话，让我们大人汗颜。

其实， 教学过程更多的是我们大人和孩子
一起成长。 师生相长，有时候道理是学生教给我
们的。

好老师，都是懂得向学生学习的人，你说呢？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字数 1500 字

以内，来稿请注明参与话题“那些学生教给我的
道理”。 截稿日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

主编：马朝宏 电话：010-82296738 编辑：宋鸽 电话：010-82296728钟原 电话：010-82296569 投稿信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15.10.14探寻教师专业成长路径JIAO SHI CHENG ZHANG 8版

2015.10.14 9版周刊

在下面这些文字中， 我想把过去十
年间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以及我们所得到
的体验记录下来。 它们并不仅仅是个人
的体验； 我并不力求把它们编排得有条
有理，也不企图去它们或者使之理论化。
我所做的不过是， 当一群志趣相投的朋
友的种种发现， 关于人生事务的种种发
现浮现在脑海里时，立即把它们匆匆记
录下来。

……
对我们在那些年间得以享受和保持

的那种精神的契合与生命的结合， 假如
我没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心， 那么关于
这些事情，我是不可能写出一个字来的。

……
对于善来说， 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

险的敌人。 你可以抵抗恶意， 你可以揭
下它的面具， 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
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
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
话。 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 要反
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
本不服从理性。 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
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
无法否认， 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
外推开不理。 所以同恶棍相比， 蠢人总
是自鸣得意。 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
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
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
对付。 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

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 认识它的本来

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
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而不是一种理智
上的缺陷。 有些人智力高超， 但却是蠢
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
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 我们惊讶地发
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
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
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
们把自己弄成蠢人， 或者允许别人把自
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
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 在倾向于
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
中，愚蠢要普遍得多。 由此看来，愚蠢是
一个社会学问题， 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

题。 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
殊形式， 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
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
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
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
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
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
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
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 正
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
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
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 自己评价新的
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
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
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
人谈话时会感觉到， 简直不可能同他本

人谈话， 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
谈。 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
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
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别人
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
用、被糟蹋。 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
变成了纯粹的工具， 就再也没有什么罪
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 但他
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 在此有
一种恶魔般的扭曲人性的危险， 它会对
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
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 他所需要的
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 迄今为止，企图
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
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

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
无益的， 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
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
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
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
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
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
也有一点可慰之处。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认为， 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
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
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 而不是从
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 获得
更多的东西。

……
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

的见证人。 我们的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
多多的风暴。 我们已经熟悉了欺诈和模
棱两可的讲话技巧。 经验使我们怀疑他
人，使我们丧失了开朗和坦率。 痛苦辛
酸的斗争 ，已使我们困倦消沉 ，甚至玩
世不恭。 我们仍然有用吗？ 我们所需要
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
世嫉俗者 ，不是机敏的策略家 ，而是真
挚的、坦诚的人。 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
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
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
问心无愧吗？

（选自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
译，新星出版社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1906—1945），德国神学家。谦卑、温和而又坚
韧、勇毅，为真理奋斗一生；在走向盖世太保的绞刑架前，他说：“这，就是
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狱中书简》，是朋霍费尔书信、诗歌、杂感等的辑集，作者的友人埃伯

哈特·贝特格整理。
这里的选章，选自《十年之后》一文“关于愚蠢”和“我们仍然有用吗？”两个片段。这

是一个伟大战士和思想者的鸣与啸、叹与吟。
我们是和中小学生、和下一代一起成长的成年，我们在经历，在体验，在见证，也在

创造。愿我们努力趋近“于人无愧，于己无悔”之境。 （任余）

随看
随想

我们仍然有用吗
每周推荐 朋霍费尔

幼教
必读

提起美国教育， 我们常常想到这些词汇：开
放、自由、随性、没有任何约束……但是，当我真
正触摸到美国教育，却真实地感受到其无处不在
的“隐性”规则。

镜头一：
我们参观的每一所幼儿园，无论是 3 岁还是

4—5 岁的幼儿，在区域活动时，虽然没有教师的
辅助， 但他们都能有序地自主选择材料进行活
动。 活动其间，虽然也有幼儿为选择同一件喜欢
的材料而争执的现象，但教师很少干预，以幼儿
自行解决为主；幼儿在协商解决的过程中声音并
不大，不会影响其他孩子的活动。

镜头二：
我留心观察了一个 4 岁女孩在活动区域绘

画的状态：幼儿选择了不同粗细的画笔，然后在
画板上绘画。 随着不同颜料的更替，画板上出现
了一幅很抽象的画。尽管旁边驻足了许多来自中
国幼儿园的园长，但幼儿只是在开始作画时抬头
看了一下，然后便始终低头专注地作画。 每画完
一种颜色，幼儿就将笔在小水桶中“涮”一下，再
放回到笔袋中，地面始终保持干净。绘画完成后，
幼儿的笔也全部收好了，接着到旁边的建构区域
进行活动。

整个活动持续了 10 分钟，幼儿一直很专注，
独立并且有序地使用着各种画笔及颜料，这种自
然的状态恰恰体现出教师日常对幼儿良好规则
意识的培养。这所幼儿园的走廊上、教室内，随处
可见通俗易懂的图示规则要求， 没有过多的说
教，却让人备感亲切。

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过：“教育是什么？ 往简
单方面说只需一句话，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 ”
而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建立在良好的规则意识与
执行规则的能力上。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
明确指出：要在共同的生活和活动中，帮助幼儿
理解行为规则的必要性，学习遵守规则；对幼儿
进行规则意识的培养，帮助他们形成规则意识，
也是培养健全人格、 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必
要环节。

在美国学习的几天时间里，我真切地感到美
国教育的真实、 随性以及社会性教育的透射力。
大到以规则意识培养而闻名的西点军校，小到生
活的每一个细节。这些规则意识及习惯的形成不
是靠说教，而是在自然的社会环境中，从幼儿能
接触的生活、活动情境中，从人与人交往的合作
体验中形成。他们注重保持学校教育与社会行为
的一致性， 在逐渐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印象，
达到认同，逐渐把“隐性”的规则意识渗透为外显
的规则行为。 这种力量比单一的说教更有效、更
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教师幼儿园）

“隐性”的规则
□潘丽新

四川省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 ，
2009 年通过公招成为男幼儿教师，今年 6 月
又走马上任成为四川省宜宾市公办幼儿园
唯一的男园长。 回顾自己成为“万花丛中一
点绿”的岁月，宜宾市翠屏区邱场镇中心幼
儿园园长叶来，笑称“幼师这个职业很适合
自己”。

因为从小就要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所
以叶来一直喜欢小孩。 高中毕业，他填报了
四川省教育学院（现为成都师范学院）学前
教育专业。

2009 年大学毕业， 叶来参加翠屏区教
师公招。 公招报名处设有两个窗口，一个是
幼师报名窗口， 一个是中小学教师报名窗
口。 叶来站在幼师报名的窗口前排队，格外
抢眼。

于是 ，旁边不少男生大声对他喊 ：“快
过来 ，你站错队了 。 ”叶来回答 ：“没错啊 ，
我报的就是幼师 。 ”那些男生又说 ：“你开
什么玩笑 ！ ”

偶有几许尴尬，但叶来觉得“没什么”。

叶来先后在邱场新中幼儿园、邱场中心
幼儿园任教，是这里唯一的男幼教。

在幼儿园， 不少孩子都会亲切地叫他
“叶爸爸”，但叶来更喜欢孩子们叫他“叔叔
老师”。

由于叶来是唯一的男教师，幼儿园里几
乎所有修修补补的事，女教师们都会叫他去
做。 为此，他备有一个专门的工具箱。 偶尔也
会有些尴尬的事发生，比如幼儿园厕所门坏
了，叶来担心维修时，有女生或女教师突然
跑进来，他只好叫一名女教师在外守着。 “现
在的幼儿园没有男厕所，上厕所只好往中心
校那边跑。 ”叶来说，“不过，园里的男厕所正
在规划建设中。 ”

还有一次， 幼儿园里的女教师参加公
开课比赛获奖， 其他女同事都高兴地与这
位获奖教师拥抱表示祝贺。 在与女教师们
一一拥抱后， 沉浸在喜悦中的获奖教师下
意识地向叶来也伸出了双臂， 叶来却有些
羞涩地躲开了。

叶来家住城里，即便后来调到邱场中心

幼儿园，每天上下班也要起早摸黑。 当幼师
的 3 年合同期满后，他也有机会调到离自己
家近一点的幼儿园，但有几件事对他触动很
大，让他选择了留下。

一次家访的经历让叶来记忆犹新。 他骑
摩托车在土路上颠簸了 40 多分钟才到达一
名学生的家。 “这么小的孩子每天步行需要
多长时间才能到幼儿园？ 而我自己所遇到的
那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

一次周五，叶来正准备回家。 一位母亲到
幼儿园接女儿，没想到这个女孩哭着说“要跟
叶爸爸走”。 叶来被孩子纯真的心深深地感
动，农村留守儿童较多，父亲是孩子心中的英
雄，男教师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每天在幼儿园， 看到孩子们天真的笑
脸，让叶来感到无比开心。 作为男园长，叶来
坦言未来要更理性地规划幼儿园的发展，也
要主动承担女同事不能承担的事，更要用男
性的坚强、沉着、勇敢去影响孩子，尽自己所
能给这里的孩子们带来一米阳光。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教育局）

“叔叔老师”的一米阳光
□陈 楠

童心绘师

在校园文化节
上， 我亲爱的老师
们在舞台上放声歌
唱， 他们是最美丽
的老师。

黑龙江省大庆市直
机关一小 李季恬
指导教师：李 杰

这本书，编辑建议定名为《中国
最美的语文》，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
我宁愿叫它最真实的语文。

这个真实有两层含义。 首先是
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有真实原型
的， 艾力克是我 2001 届的学生，热
爱读书，知识面广，勤于思考；单琦
是我 2011 届的学生， 成绩不是很
好，但是却喜欢独立思考；文苑是我
2014 届的学生，也是我的课代表之
一，热爱绘画、音乐、文学和一切美
好的艺术……

在我当老师的 20 多年里，我感
谢上苍， 让这些孩子出现在我的生
命里，我们彼此学习，彼此磨砺，彼
此成就。我不算是个太恋旧的人，但
是这些美好的孩子和他们的故事，
却一直让我无法忘记。

于是， 我让他们穿越时间和空
间，走到了同一个班，这不仅仅是行
文的需要， 也是我对教育的一种确
信：我相信每个班、每个孩子都有无
数的美好的关于生命的故事， 而教
师最根本的职责， 其实就是成全孩
子生命的美好， 同时成全自己生命
的美好。

所以， 书中的每个故事也都是
真实的， 艾力克的确在诗词鉴赏课
上就一句诗的解释跟我打赌， 结果
我赌输了，还连累了我的一群粉丝；
在第一堂课上，我的确告诉他们，我
的语文课的目的是要 “把男孩教成
男人，把女孩教成女人”，引起了下
面一阵偷笑； 我们的音乐鉴赏课的
确也是从摇滚乐开始， 这让许多以

为只有古典音乐才是严肃音乐的孩
子惊诧莫名……

不 过 ， 真 实 更 重 要 的 含 义
是———这本书是我探索真实的教育
的一个忠实记录。

什么是真实的教育？这是一个被
遮蔽已久的问题。 我们教育的常态，
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一样，不
过是一间黑屋子， 没有门也没有窗，
教师、 家长和学生在里面垂死挣扎、
奄奄一息。 其实，这间屋子本来是有
窗的，但是被人给封上了。为什么？因
为有人相信，相比于成绩单上的那几
个数字，什么真实、善良、美好、艺术、
独立人格、 独立思维都是不重要的。
塞林格说，他希望成为麦田里的守望
者，我们的教育不是麦田，于是我想
重新打开黑屋子里的那扇窗户，并好
好地守护它，让孩子们看到世界的美
好，看见生命的美好。

先贤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但是我们的教育许多时候是 “千教
万教，教人作假”。 在分数遮蔽一切
的教育体系里， 教师和学生都在为
了分数而在不择手段的路上狂奔，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忽略甚至屏
蔽。 对良善的追求、对美好的渴望、
对生命的尊重， 全都没有成绩单上
的那两个数字来得重要。 而这样的
教育，已经背离常识越来越远。

什么是教育的常识？
很简单： 教育是为了生命的美

好，而不是相反。
许多人向我提出同样一个问题：

“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我的回答都

是同一句话：“回到常识，一意孤行。 ”
所谓常识就是前文所说的，教育的目
的是为了生命的美好而非相反。一意
孤行，则意味着我愿意在这条路上继
续走下去，如以前一样。 因为：

我想做这样的教师， 用真实的
教育来做教育，追求教育的本性，用
最真实的心从事教育；

我想做这样的教师， 将学术和
真理置于一切之上， 将独立的思想
视为自己的教育生命；

我想做这样的教师， 将眼光放
在更远的未来， 用真正的思想去感
召学生，用真正的美去影响学生，即
使现在，他们并不能接受；

我想做这样的教师， 高居于愚
蠢的应试和僵化的分数之上， 并且
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用
温和的坚持来表明我对教育的认
识， 以现实功利的损失来换取教育
的良知；

我想做这样的教师， 坚决不因
为领导或者上级的看法或者态度而
改变自己的立场， 即使这是一条只
有我一个人走的路， 我也要在这条
路上一意孤行；

我想做这样的教师， 坚信教什
么比怎么教更重要， 坚信唯有不断
地提升自己， 才能够给学生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我想做这样的教师， 因为我坚
信智慧和美是教育的最高原则，其
他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新
都一中）

回到常识 一意孤行
□夏 昆

读一本书好似结识一个知己，
要么一见钟情，要么渐入佳境，显然
《中国最美的语文》属于后者。

读到第八章，心中会产生一种强
烈的认同感，这认同感来自于即使是
在高考给语文教学戴上“镣铐”的当
下，夏老师在教育过程中也会给予足
够的生命尊重。 他很有主见，不会人
云亦云，从来不会把形式看得比内容
重要。而我对他的崇拜感来自于对他
生命的广度和深度的探索， 吉他、摇
滚、唐诗、宋词、电影……一个个要素
组合而成的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人，这
个能影响他人灵魂的人。有这样的教
师何其幸运！

我真羡慕夏老师的学生， 他们
在青春最迷惘的时刻， 遇到了这样
一个老师。 他不仅能让孩子们清楚
地看到自己“最初的梦想”里的幼稚

和激情，还能为他们擦亮双眼，去理
智地理解这个世界的是非曲直。 不
仅“破”还能“立”，这不就是一个语
文老师能给学生最宝贵的东西么？

15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遇到过
像书中单琦这样成绩不好但脑袋里很
有“存货”的学生。其实，我最怕这样的
学生。为什么？因为自己缺少底气。我
常常遇见初一刚入学的孩子拿着本哲
学书要与我谈谈对哲学的看法。 每当
这个时候，我就想把这样的孩子“扔”
给夏老师，看他们高谈阔论，然后自己
默默地离开， 一边从哲学基础读本学
起，一边默默地祈祷，希望这样的学生
不要再出什么“难题”。

我特别喜欢夏老师给单琦说的
话， 还有第十章里因为怕蛇的瑶子停
了一期鉴赏课时跟文苑和婷婷说的关
于民主的那番话，对于“三观”正在理

想与现实的天平上摇摆的高中生来
说，这也许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

夏老师不仅仅是在教书， 而且
是在用他的灵魂去影响学生的灵
魂。而要认识一个人的灵魂，最好的
方式还是去看他的书。 虽然我们常
常有机会看见夏老师本人， 但是没
有坐在他的课堂， 没有走进他的作
品，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夏老
师是什么样。如果不看他的书，你也
许只会感慨夏老师还能敲得一手不
错的架子鼓， 诧异夏老师英语怎么
那么好居然还能教老外学中文，但
是你也许会因为他硕士研究生毕不
了业， 居然连个教研组长都混不上
而轻轻嗤笑一声。从此，与一个真正
强大的灵魂失之交臂。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新
都区教育局）

我相信，夏老师是那种只要听过他的
课，便令人难以忘记的人。

第一次认识他 ， 是在新都区新教师
培训上，几句开场白，夏老师轻易地攫住
我的心，让我佩服、敬畏。 此后的多次教
研，我对夏老师了解越来越多，敬意也越
来越浓。

从 《我不愿做这样的教师》、《唐诗的
江山》、《宋词的家园》 到 《中国最美的语
文》， 在夏老师文章中一直熠熠生辉的关
键词，我以为是“生命”。 尤其在《中国最美
的语文》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尊
重、敬意，正是当下中国教育严重缺失的。

跟随夏老师的笔触，我们看到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不甘囿于封闭的校园、枯燥
的课本和没完没了的题海中，在夏老师提
供的平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精彩的一面。 其
中，有其他老师“恨铁不成钢”的弟子，有
成绩平平其貌不扬的普通孩子，当然也有
在文科方面独有天赋却在总成绩上举步
维艰的“短腿生”……作为同行后辈，我当
然清楚各种部门考核及学校考核教师的
标准，在僵化的模式下，孩童们过早地丧
失活力，死气沉沉；要么叛逆荒诞，以极端
的方式对抗僵化的体制； 要么无心学习，
虚度光阴……然而， 在夏老师的课堂上，
我看不到颓靡的神情、无聊的面孔，放眼
过去，是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脸，侃侃而谈
的自信，丰富细腻的情感涌动……

为这样的生命课堂感动。 然而，夏老
师的生命教育不仅仅在课堂，更渗透于课
前及晚自习的影视音乐鉴赏中，包括平时
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中。 记忆最深的是
一次课代表文苑为救场要鉴赏早已准备
好的“蛇”。 相信对许多教师而言，有这么
优秀的孩子来救场，且内容又让许多孩子
觉得刺激 、期待 ，自然是求之不得 、欢欣
鼓舞了。 但夏老师因为之前从周记中了
解到，班里有位女孩特别怕蛇，因此宁愿
舍弃一次鉴赏， 也要让所有孩子真心懂
得， 真正的民主是尊重保护那些少数的
弱者……那么生动的换位，多么以情理服
人的理由，丝丝浸透学生的心灵，也许他
们失去了一次鉴赏的机会，但却学到了尊
重每一个生命，懂得了善良、怜悯和真正
的民主、自由。

这当然是细节，类似的生命教育无不
体现在夏老师的课堂上，有心者于书中随
处可寻。 这书中，还收录了夏老师给天天
和涛涛（夏老师的两个孩子）讲诗词故事
的趣事，童真可爱，纯净温柔。 从这些文章
中，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读懂夏老师，一位
率性、纯真、温柔、广博的男子。

夏老师的学生和孩子们是幸运的，我
也是幸运的。 有幸听过、看过夏老师的课
堂和文字，更深刻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教
育。 但愿以后在三尺讲台上，不再成为学
生的“罪人”。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
虎中学）

带学生理解世界的是与非
□胡婷婷

印象中的夏老师是这样的：一脸
胡子、一根辫子、手持一把吉他的一
个大叔， 像是一个流浪的音乐诗人。
但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真正的语文教
师，他给成都市新都区这片自由美丽
的语文教学田野带来了缕缕清风。 这
清风，让四川盆地的语文界乃至中国
的语文界，也感受到了这风的温度和
力量。

经常会在网络中看到他的文字。
文如其人， 他的思想与他的外形一
样，特立独行，充满了冲击力。 偶然听
闻他出了新作《中国最美的语文》，便
迫不及待想一睹为快。

拿到书，一看封面 ，中国红便吸
引了眼球，甲骨文体的 “中国最美的
语文 ”和楷体的 “中国最美的语文 ”
相映成趣。 封面上“以文学之美充盈
生命、以音乐之美滋养心灵 、以电影
之美教化人情”三句话 ，凝练了夏老
师语文教学的三大内容 、 三种方式
以及三个目的，最终“培养出一群博
学、宽容、幽默、有品位、有责任感的
男人”、“培养出美丽、温柔、善良、知
性的女人”。 我想，如果中国的公民
都能如此， 这个社会必将处处充满
了温情。

《中国最美的语文 》与其他关于
语文教学的书籍不太一样，没有整篇
的教学设计， 没有各种磨课过程，更
没有公开课实录。 书中或讲述语文课
堂上的教学故事，或讲述诗画小学堂
孩子们的趣事儿，或发表对于当前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一些观点看法。
语言并不犀利，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
语文教师对生命的爱与尊重。

也许正是如此，才能坚定地行走
在最真实的语文教育之路上，不忘初
心，坚守最美的语文教育！

书中说，“语文在书本中，更在生
活中；在现实中，更在历史中”。 所以，
不仅是诗歌鉴赏，就连音乐鉴赏和电
影欣赏，甚至动漫、吉他、骑游均可以
进入语文课堂。 夏老师用丰富多彩的
教学形式和内容 ， 将课堂还给了学
生，在尊重自己生命的同时又尊重了
孩子们的生命，丰富着那一群群朝气
蓬勃的青年学生的校园生活，使学生
们的心灵逐渐丰盈饱满 。 世界的美
好，生命的美好，不断地展现在他们
面前，给他们的生命底色又增添了亮
丽的一笔。

掩卷沉思，我的脑海浮现的是一
个个温情的画面：一首首唐诗宋词从
口中蹦出， 一支支乐曲在教室回荡，
一幕幕电影在心中放映 ，有时 ，还伴
着一个满脸胡子的老师的吉他声！ 记
得初为人师之时，我曾经敢于对初中
的孩子们说：你们是想要自己 ，还是
想要分数？ 那时，孩子们的回答是：我
要自己！ 声音坚定而响亮！ 十几年后
的今天， 我已没有了当年的勇气，但
夏老师还保持着从前的激情。 一个体
制内的语文教师，他要冲破的不仅仅
是体制的束缚，更多的是要冲破心灵
的束缚。

我想，夏老师的语文教学实践无
疑给我们一线语文教师打开了一扇
窗，让我们看到了阳光照进了应试教
育的屋子，一下亮了起来 ，我们看到
了教育的希望。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七中初
中学校）

清风徐来
□翁代敏

诗意生命 浩瀚语文
□冯子娟

《中国最美的语文》是一本书，但

又不仅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教师探索

真实教育的忠实记录。

夏昆是一名语文教师，又不仅是

一名语文教师，他将美好的艺术融入

生命并影响学生。他执着前行，用实践

告诉我们，可以这样做语文教师。

这样做语文老师

话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