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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
张祖庆

“课的最高境界是无课。”王崧舟

先生如是说。

我以为，这样的境界，在当前公开

课上只能是一种理想追寻。这样的境

界，也只有在一些大师的家常课上，才

能领略与寻觅。这种“人课合一”的境

界，其实是一种“无我”与“有我”交融

的境界。

我以为，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首

先要适度地“无我”。

刘铁芳教授在《三种歌星三重境

界》一文中，分别分析张国荣、刘欢、王

菲的演唱风格，然后指出——

“……如果站在听歌的角度而言，

则王菲当更胜一筹，张第二，刘第三。

为什么？因为对于听者而言，最重要

的当然是接受歌曲的感染，而不是听

你这个人，接受你这个人。当你这个

人过多地占据听者的心，听者就无法

更多地、更纯粹地接纳你的歌，感受你

的歌。”

接下来，刘教授分析了三种教师的

特征，他指出：“一种教师在教学中显然

是自己的光芒盖过了学生，课堂成了教

师表演的天堂……还有一种，就是让学

生动起来，却看不见教师过多的自我痕

迹，课堂行云流水都是学生的云与水，

而不是教师自身的流水……”

刘教授的观点，我深以为然。公

开课，教师太靠前，太突出，学生便后

退。因此，教师要适度地忘记自己，往

后退，而把学生往前推，这是应有之

义。教师在课堂上，要做一个“报春使

者”，要做到“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

报”。教师不需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

招展星光四射，否则，学生很有可能灰

头土脸黯然失色。

但是，教师要适当“忘我”，并非始

终“忘我”，而要追求“忘我”与“有我”

的融合，要在“忘我”的课堂上凸显“有

我”的风格。

教师不仅是平等中的首席，不仅

是教材的主人，不仅是合作者，更应是

丰富的课程资源，这就需要教师多储

备多积累。这样的教师往讲台上一

站，随便说一句话、用一个典，随便的

一个表情、一个手势，黑板上的每一个

字，都蕴含着文化底蕴，洋溢着文化个

性，展现着儒雅的学者风范。

这样的教师从不刻意追求一节课的

行云流水，从不精心打造一个环节的美

轮美奂，他们的举手投足间都是课程资

源自然而恣意地流淌。这样的课堂往

往不那么跌宕起伏，不那么妙趣横生，

我们只见到学生在学习“场”中感悟、沉

思、浸染、玩索与体验，心灵与课程文化

相交融，而教师则是这种“场”——课程

文化的氛围营造者。

这就是大师级的“无我”与“有我”

相融的课。西南联大相当多的教授，

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

的板书、教案和评语中的蝇头小楷，无

不体现出中国书法的神韵；中国古代

典籍能够被他们旁征博引，古玩书画、

名人掌故被他们如数家珍；他们的人

生曲折艰辛，因此，他们在灾难面前从

容优雅、处变不惊……他们本人就是

课，是典型的“忘我”且“有我”的课。

汪曾祺先生师从文学大师沈从

文。他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

文中写道，沈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语

文课堂艺术表演者：“沈先生讲课，可

以说毫无系统。”“沈先生不长于讲课，

而善于谈天。”

沈从文的课，不具备艺术性和观

赏性，但是学生却颇为受用。“沈先生

教写作，写比说多，他常常在学生作业

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还会比原

文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文本得

失，有时也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

关的创作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

“沈先生教学生创作，还有一种方

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一

部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

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这个作品写法相

近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沈先生就做

主寄到相熟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

个很大的鼓励。”

从汪曾祺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

受到沈从文的大师风范。他给学生写

读后感，给学生推荐优秀作品，千方百

计让学生作品发表，其唯一目的，就是

学生的成长。

谢冕先生在《无尽的感激》一文

中，提到对自己影响最深的语文教师

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是一位对中国文

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文中

描述了余先生讲授《论语·侍坐章》的

情景：

“……用的是福建方言的传统吟

诵方法，那迂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

味，那难以言说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

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

中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尽管有余先

生的细致讲解，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

我，仍然无法理解年届七十的孔子喟

然而叹的深意，却依稀感到他落寞之

中的洒脱。当年听讲《侍坐章》的印

象，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人生长途，滋养

着我的灵魂，磨砺着我的性情。”

谢冕先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或许得益于他青少年时代遇上这样的

大师。“把学校里所学的全部忘掉，就

是教育。”大师所能给予学生的，也许

就是人格的熏陶、精神的砥砺。在“忘

我”中追求“有我”的教师们，其一言一

行，无不彰显着不俗的品性。

这也许是为师的最高境界吧。

金克木先生在《国文教员》一文

中，向我们介绍他小学时的老师。

金先生的国文教员，肯定不是名

师，先生甚至连老师的名字都记不起

了。但老师朴素的教法和卓然的风

采，金先生却记忆犹新。

一位普普通通的小学语文教师，

为何会让大学问家金先生如此敬重？

我们来看看这位教师都做了些什

么？归纳起来，很简单——

一是自编教材供学生学习；二是

让学生大量背诵名篇；三是适度精当

的讲解。除此，这位教师好像没有做

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他的教法很简单，不逐字逐句讲

解，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只提

问，试试懂不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

他纠正或提问。轮流读，他插在中间讲

解难点。课文读完，第二天就要背诵。

一个个站起来背，他站在旁边听。背不

下去就站着。另一人从头再背。教科

书可以不背，油印课文非背不可。文

长，还没轮流完就下课了。文短，背得

好，背完，一堂课还有时间，他就发挥几

句，或短或长，仿佛随意谈话。一听摇

铃，不论讲完话没有，立即下课。”

这样的课堂，可谓简单之极。没

有精心设计的开讲，没有精妙绝伦的

导语，没有起承转合、错落有致，甚至

连时间都无法控制，颇有点信马由缰

的意味。

但是，简单的背后，是极其的不简单。

第一，是教师的眼光和识见。在

大家都倡导用白话文教学的年代，一

位国文教师，能大量地选编课本以外

的文言文，且“这些文后来都进入中国

大学读本”，是颇需胆识和学识的。设

若这位教师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学

养，是难以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出

这么精彩的文章来的。

第二，是教师非常重视背诵积

累。毫无疑问，这位国文教师是从私

塾里走出来的，秉承的是私塾教育的

专项——背诵。金先生多次提及他的

老师如何严格要求学生背诵。

第三，最让人钦佩的是，教师的精

当讲解。对“孟轲”的“轲”字的解释，

《病梅馆记》中涉及的文学流派，古诗

词中不同句子中出现的“寒”字比较，以

及《鸿门宴》中“立”字的深入剖析……

能不讲坚决不讲，若要讲，则讲在学生

不懂处，讲在言语规律处，讲在文章章

法处。在讲解过程中，教给学生语言

规律、学习方法、做人道理。这几个教

学片段，大有“点石成金”的风范。

这些教师，给人一种“无我”之感，

但却处处“有我”。有“我”的深厚底

蕴，有“我”的开阔视野，有“我”的远见

卓识，有“我”的独特教法。他们不重

外在技巧的娴熟，重的是内在修炼的

精深。

为师修炼之道，归根结底，是提升

“我”，成就“你”。“我”长高，“你”便可

以站在“我”的肩膀上，眺望更远处的

风景。

□开化县林山乡国芯
希望小学 戴金辉

传统的订正方式——抄
写正确答案若干遍，经过笔
者一年时间的实践，其效果
不如让学生在订正的地方写
上泡泡提示语。就是将错误
的原因写清楚，并用线条圈
起来突出显示，如同气泡。

比起机械地抄写，写泡
泡提示语的形式，让学生觉
得新颖，操作起来有新鲜
感。正因为学生乐于写，他
们就会用心、用神、用方法努
力将它写好。

学生书写泡泡语时，一
般会选用与题干和答案不同

颜色的笔，以此产生鲜明的对比，令自己
印象深刻。

写泡泡语的方法很简单。第一步，
了解哪些题目做错了；第二步，弄清楚错
误原因；第三步，将错误原因写在该错题
的旁边，然后围绕该提示语画一个泡泡。

在指导学生写泡泡语时要因人而
异。对于一次作业中错题较多的学生，
让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错题，写上泡泡
语，而一般性的错题可以不写；对于错题
较少的学生，有必要强调认真书写每一
个错误的泡泡语。

“加些泡泡语。加些泡泡语。”戴老

师总是这样反复强调。我把订正好并写

上泡泡语的作业本再次交到戴老师手

中。戴老师接过我的《错题集》，会心地

笑着对我说：“你把错误变美丽了。”

——六（1）班徐凯颖

□嘉兴市秀洲区高照实验学校 姚 静

听课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中心环节，课堂40分钟一定

要让学生充分集中注意力。有什么办法让那些游走在课

堂之外的学生第一时间回归课堂？

比如用我的“打电话系列”操作：有学生开小差了，我

就拿起黑板擦，装作打电话的样子，拨通正在走神的学生

的电话。有两个学生在讲话，我就会说：“再讲我要收电话

费喽。”还有些学生发言声音特别小，我就会说：“我这里信

号不太好哦，请大声点。”这样打趣既不会伤到学生的自尊

心，又有助于化尴尬为祥和。

对于数学课堂的把握，我也喜欢以幽默启智的方式来使

学生轻松地理解教学内容。讲解数学题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

的难点，单纯重复地讲解算理，学生未必掌握，还会增加疲惫

感。这时，适当的情绪兴奋可以让身心重新处于最佳状态。

在教学“小数的除法”时，被除数的小数部分仍有余

数，要添“0”补位。难点来了——“0”从哪来呢？我把问

题抛给学生，学生一个个皱紧了眉头，满堂寂静，有些学生

只是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思考的样子。

我快速扫视了一下全班，凡是跟我有眼神接触的统统

低下了头，恨不得把整个头部埋进课桌里。我的耳边仿佛

荡漾着学生的心声：“老师，别叫我。”

但总也少不了一些喜欢逗乐的孩子：“对啊，‘0’总不

能从天上掉下来啊？”“这个问题可真难，你会吗？”

“那可不？”我故作神秘，“天上还真掉下了个‘0’妹

妹呢。”

听我这么一说，学生们听课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了，都睁大了眼睛，看看是哪里来的“0”妹妹。

于是，我用板书演练了一遍添“0”补位的全过程。

“原来是这样啊。”学生们立马有了一种“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新感觉。

这堂课，我并没有过多的讲解，只是适时地注入一剂

“兴奋剂”，缓和学生们的紧张情绪。

课堂本就充满着惊喜与意外，正是这惊喜与意外，撩

动学生的“沸点”，让课堂透射出生命的活力。我喜欢这一

形象的比喻：课堂应是向未知领域挺进的旅程，随时都有

可能发现意外的通道和美丽的风景，而不是一切都必须走

固定的路线。

翘 楚（楼主）
应班主任祝老师请求，午间，学

生小程来我办公室向我学习写作。

初次见面，他低眉颔首，沉默少语。

原本打算交流一番，无奈他惜字如

金。一阵尴尬后，我让他写一篇介绍

自己的随笔给我，字数不限，有话则

长，无话则短，限时 40 分钟。结果，

小程的作文让我大为吃惊：“我最讨

厌的学科是语文，因为小学语文老师

误解我，初中语文老师又误解我，我

不喜欢语文老师。”

他写了两件事情：一是上小学

时，语文老师因为他一次作业忘做，

很严厉地训他妈妈；二是上初中时，

他误将电风扇开到最大，触怒语文老

师。对语文老师，他简直是咬牙切

齿，似有深仇大恨。我想好好劝导小

程，让他走出语文老师的阴影。在我

们的学习生活和教学生涯中，也难免

会碰到一两个冷若冰霜的教师，动不

动就发火，成为学生一生的梦魇。

各位坊友，时代需要我们做一个

有温度的教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赵占云
看楼主写的内容，我感触很深，

因为在我的学生时代也遇到过这样

的老师，凡是学生犯错就会劈头盖

脸训斥一顿，这种“大魔王”式的教

育方式给我的学生生涯留下不少阴

影，但也为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直到我当教师后接触到同事我

才明白，其实有哪个教师天生就是冰

冷的呢？每一位教师胸膛中都有一

颗温暖的心，里面流淌着入职教师这个岗位时的

激情血液，他们都希望用自己的热情来温暖所教

的每一个学生。

当然也有不少教师的温度被堆积如山的作

业、写不完的报告、交不完的资料、处理不完的班

级琐事等夺走。但我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着一

颗等待被点拨的心，教师要多和学生沟通，有时候

遇到不听话的学生，多想想他们不听话或犯错的

原因。

不忘初心，不忘记自己那颗炽热的心，“温度”

就会慢慢回来，成为一个真正有温度的教师。

杨铁金
中医用药讲“性”或“气”，《神农本草经》认为

药有寒、热、温、凉四气，故有“疗寒以热药，疗热以

寒药”之说。教师对待学生的方法、态度也宜因人

而异，须从问题出发对症下药。一贯温和与一贯

急躁一样，都不是好教师的特质。

同样是问“仁”，孔子对颜回、子贡等人的回答

大相径庭。我以为，教师也不妨试试“非常之道”

来教育学生，但要慎用，用则收效，因为“是药三分

毒”，必须针对具体病症下药。学生小程遭遇语文

教师驱之门外、恶语相加等行为，不管教师是否有

意，都已经造成对学生的实质性伤害。教师的这

些行为已经离开教育本身，是怒气、戾气的外显特

征，是反教育行为。

翘 楚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优秀教师，他们都是有温

度的人。他们对学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发自心

底的爱，亲近学生，喜爱学生，关心和帮助学生。

学生愿意亲近这样的教师，依赖这样的教师。

伊 人
我有一个徒弟，教龄5年，2017年暑假调到一

所大学校担任班主任。上周末，她打来电话，请我

支招。原来她班里有好几个学生很皮，听课、作业

都出了问题。我问她如何与这些学生斗智斗勇，她

说罚下蹲，罚跑步。我问效果怎样，她说不怎么样。

我徒弟原本满脸笑容，竟也学会惩戒手段，不

管三七二十一，惩戒学生不留情，但一个月下来，

不但效果不好，还让她疲倦。

我告诉她，对待学生，要有耐心与公正心，遇

事要多换位思考，一要明确班规，大家共同遵守与

监督；二要加强个别教育与引导，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反复去做，帮助学生改正缺点。

其实，教育对象是人，最需要予以温度。冷冰

冰说教与惩戒会伤人，会拉开师生之间的距离，和

谐关系将不复存在。因此，作为教师，一定要有良

好的心态，运用专业知识，好好与学生相处，带领

学生快乐完成学业。

什么是课堂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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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一
个
有
温
度
的
教
师
，可
以
吗
？

精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