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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的哲学诗人荷尔德林(F.Friedrich Holderlin)，一个被誉为“恢复语言活力和复苏灵魂的人”，
面对人生的种种劳绩与苦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　　人就会仰天而问：　
　难道我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
　　是的，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为伴，　　人就会欣喜地　　用神性来度测自己。
　　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信奉后者。
　　神本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
　　毋庸回避，作为人生真相之具体一面的语文教育，“充满劳绩”是自不待言的。
但倘若自己的语文人生“纯属辛劳”，我活着教着又还有多少“意义”呢？
在我看来，“只有劳绩”的语文人生和“没有劳绩”的语文人生同样毫无意义可言。
于是，沉迷于“意义之问”的我，不得不仰天而问：为何非得汲汲于“劳绩”呢？
为何不能诗意地栖居在语文大地呢？
　　2004年，我以执教《一夜的工作》为契机，开始踏上了“诗意语文”的朝圣之路。
一晃已是5个年头了，这中间，有发现的喜悦，思考的沉静；有精神同盟的云集响应，不同思想的交
锋争鸣；有陷入窠臼的迷惘，突破重围的畅快。
如今，诗意语文作为一个风格鲜明的教学流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学同行的认可与传布。
　　但是，依照个人的看法，我不认为诗意语文是一种教学流派，也不主张将诗意语文标定为某种教
学流派。
这不是故作姿态，更不是耸人听闻。
从发生论的角度看，教学流派的生成轨迹是由“教学个性”到“教学风格”再到“教学流派”。
很显然，“教学风格”是“教学流派”形成的一个历史基点和逻辑支点。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进行逆推的话，“诗意语文”理所当然的是某种“教学风格”。
　　那么，诗意语文是某种教学风格呢？
我看未必。
举例来说，李白、杜甫、王维的诗，自然都充满诗意，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位诗人的风格又是截然不同的，“诗仙”李白的诗风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的诗风沉郁顿挫，“
诗佛”王维的诗风清丽旷淡。
这就意味着，“诗意”是一个超越个性、超越风格的范畴，自然，诗意语文也应是一种超越风格、超
越流派的教学现象，这是第一。
第二，“诗意”本身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模糊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诗意”有着不同的阐释。
譬如，从哲学的视角看，诗意乃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自由；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诗意则是某种直觉和
顿悟，是对人生和宇宙的当下了悟；从存在论的视角看，诗意指涉一种有意味的感性形式的存在；从
美学的视角看，诗意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与升华；从伦理学的视角看，诗意就是善良、仁爱与悲悯
；从心理学的视角看，诗意则常常意味着丰富的想象和创造；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诗意是一种内在的
幸福感；从文学的视角看，诗意总是呈现为某种含蓄、凝练、朦胧的境界。
这还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列举，倘若将“诗意”置于每个读者的主体视野，则它的体验意义几乎是无限
的。
一旦将诗意语文框定为某种教学流派，那么，诗意的多样性和模糊性必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什么时候将诗意语文解释透彻了，什么时候也就宣告了诗意语文的死亡。
　　在我看来，诗意语文是对语文教育理想境界的一种追寻，也是对语文教育本色和本真的一种深刻
自觉和回归。
追寻理想和回归本色其实是一回事，即对存在本身所作的不同角度的观照和表达。
一切优秀的语文教学，必定是诗意的语文；一切风格鲜明的语文教学，无论素朴还是绚烂、无论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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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还是理趣盎然、无论散发着平民气息还是充满了贵族气质，在它们之上，必有皎皎如明月、灿灿
似星辰的诗意流布其间、充盈内外。
　　收录在这部语文教育讲演集中的内容，是这几年我对诗意语文的一个不断理解和生成的文字轨迹
。
大多是我参与各种大型的、专题的语文教学观摩活动、培训活动的讲座和报告。
借了这些讲演活动，我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是我自己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对于诗意语文的解读和修行
。
　　我始终觉得，诗意语文不是一个名词，也没有一个静态的、现成的诗意语文可以供我们去模仿甚
至膜拜。
诗意语文只能成为一个动词，一个过程，你不可能得到她、拥有她，你只能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体验
她、观照她。
在这样一个即时即是的过程中，你发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一些感动、一些悲悯、一些纯真、一些美好
。
于是，你在成就诗意语文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诗意人生。
　　这是语文的解放，更是人自身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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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意语文不是一个名词，也没有一个静态的、现成的诗意语文可以供我们去模仿甚至膜拜。
诗意语文只能成为一个动词，一个过程，你不可能得到她、拥有她，你只能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体验
她、观照她。
在这样一个即时即是的过程中，你发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一些感动、一些悲悯、一些纯真、一些美好
。
于是，你在成就诗意语文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诗意人生。
    这是语文的解放，更是人自身的解放。
 　　收录在这部语文教育讲演集中的内容，是这几年特级教师王崧舟老师对诗意语文的一个不断理解
和生成的文字轨迹。
大多是他参与各种大型的、专题的语文教学观摩活动、培训活动的讲座和报告。
借了这些讲演活动，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是自己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对于诗意语文的解读和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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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崧舟，1966年生，浙江上虞人。
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系国家级学科带头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浙江省小语会副会长、杭州市小语会会长。
现任杭州市拱宸桥小学教育集团理每长兼拱宸桥小学校长。

    曾应邀赴全国29个省份160多个城市开设观摩课近千节、讲座300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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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诗意语文，追寻审美化实践智慧　　假如三年以前，有人问我，什么是诗意语文？
我会这样回答他，诗意语文是一种精神语文，一种感性的语文，一种儿童的语文，一种灵魂的语文，
一种生活的语文。
　　假如两年以前，有人问我，什么是诗意语文？
那么，我会这样回答他，诗意语文他不是一种另类的语文，而是让语文变得更怎么样，它力图使语文
更形象一些，更抒情一些，更模糊一些，更精致一些，更灵动一些，当然还可以加更多的一些⋯⋯　
　假如一年以前，有人问我，诗意语文是什么？
我会这样回答他，诗意语文是一种境界，它是自由对话的、唤醒意会的、精神契合的、追寻幸福的、
实现自我的，是语文的最高境界，它就是让语文成为生命的诗意所在。
　　假如现在有人再问我，诗意语文是什么？
我跟他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我前面说的都是废话；第二句话，比废话还要废话，诗意语文就是诗意
语文。
　　你会觉得很奇怪，你这不是玩循环定义吗？
没错，就是循环定义。
是的，当我们对一个问题刨根究底问“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问“语文是什么”，因为我们假设语文是一种实体，然后说语文真的有本质吗？
我们一定要假定语文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那么，我现在要问，语文有所谓的实体吗？
事实上，这种科学研究思路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面，跟举文例举，跟细文例举是很不相同的。
我曾经说过一句调皮的话，什么时候你把诗意语文说清楚了，什么时候也就面临着诗意语文的死亡。
这说明我们在研究方法路上出现了问题。
怎么办？
调整思路！
不到黄河不认路，不撞南墙心不死，这是愣头青、傻小子们利用的计谋，搞研究的我们要懂得变通思
路，怎么变通思路呢？
很简单，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回过来你就会发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
　　我们把更多思考“诗意语文是什么”变为“诗意语文如何是”，回到现阶段，回到最让语言在课
堂的的第一个出发点，回到实实在在的语文生活中来。
看一看，在现象前面，在占有大量生动细节的课堂教学现象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或者说这种课堂
现象它究竟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这就是还原思考，这就是现象学思考。
　　有人说，现象是用来描述的。
不要认为描述是文学语言、诗性语言，事实上描述也是科学语言，可以成为研究语言。
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大量的教育叙事研究，教学案例研究，哲学论，方法论，这些就是现象学，就是行
动主义哲学，就是对生活、对宇宙、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的研究。
　　举象　　所谓举象，就是将语言文字还原成一定的形象、印象、意象。
　　诗意语文用到的或者说最精彩的课堂现象就是举象。
所谓“象”，就是语言文字的四种表现和呈象：形象、印象、意象。
　　我们汉字大量的对象，不是思维概念、逻辑判断、分析推理，在我们小学语文教材中，大量的语
言文字指向生活本身，指向于事件本身，指向于人物本身，而这些人物、事件、情节由象组成。
由一个个生动、丰富的、充满感性的的语言的象组成。
　　举象，回到象，就是回到语文的源头活水，那么什么是“举”呢？
就是呈现，就是打开，就是让他像王爷一样，呈现在同学的面前。
语言文字是再抽象不过的符号。
所以有人说人是语文的动物，又有人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但是这些语言、这些符号对于有生活有体验的人来说，不仅仅是符号，首先是一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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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语文教学说白了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由言到意。
它是理解的过程，倾听的过程，走向视界融合的过程。
第二件事情，由意到言。
它是倾诉的过程，表达的过程，表现的过程，是思想情怀，内在体验种种转化为体验的过程　　但是
研究了几十年，实践了几十年，效果不尽人意。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三十年以前，1942年撰文批评语文教学：“本国的学生学习本国语文，花
了几十年的时间，花了二千个学时，到头来却是大多数人过不了关，岂非咄咄怪人。
所以我们的语文教学是少慢差废。
”与那时候的口号“多快好少”地建设现代化形成了极度尴尬。
然而近三十年过去了，语文教学实际状况又如何，基本上差不多，月亮还是这个月亮，星星还是这个
星星，涛声依旧，死水微澜。
没有多少分别。
　　很多看到的好现象，其实看到的是公开课的现象，公开课是我们全国所有语文教学中的十万分之
一，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甚至亿万分之一，那能代表我们中国语文教育的现状吗？
不可能！
再看看平时你自己是怎么上课的？
没有人来听课，你会怎么样上课，有变化多少，十年前这么上，十年后还这么上，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我认为与我们语文教学上的方法很有关系。
语文教学这两件事不能直来直去，不能由言到意，不能由意到言。
这样就会让语文教学应了“少慢差废”这四个字。
我们应该“直起两端用其中”。
　　这个“中”就是象，言到象，象到意，回过来，意需要象，象需要言。
有了这个象出现，教学效果就不一样。
尤其是中小学作文就不一样，仅管我们孩子形象思维处于发达的阶段，仅管我们的孩子正处于想象力
丰富的时候，但看看我们孩子的作文又有多少想象，有多少生动的形象和细节，统统没有，整个一团
干瘪文字。
什么原因？
因为孩子们的想象，孩子们的右脑被我们的理性的思维塞住了。
比如说《慈母情深》中一个片断：　　师：背直起来了，你看到了怎么样的背？
　　生：极其瘦弱的背！
　　拜托，极其瘦弱是看不到的。
　　师：转过身来了，你看到了怎么样的脸？
　　生：极其疲惫的脸！
　　拜托，极其疲惫是看不出来的。
　　有个孩子说看到了母亲眼中充满血丝。
这才是生病时候的细节，对，这才是可以看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象。
有一圈圈的血缘丝，这才是象，而“瘦弱、疲惫”是看不出来。
我们的孩子不会看。
如何让孩子会“看呢”？
诗意语文的实践是，在教学中“举象”！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走过去，看见他两只手捧着脚，脚上没穿鞋，地收淌了一摊血。
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
”这是《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段话。
文章是鲁迅先生侄女周晔写的。
第一件事写囫囵吞枣、张冠李戴，第二件事讲碰壁，第三件事救助车夫，第四件事帮助女佣。
这一段出现在第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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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得很形象。
　　教这段要抓住哪个词语呢？
“饱经风霜”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线，一个隙，可是为什么抓这个词语，理由很简单，第一这是一个成语刚刚出现，
孩子们不熟悉，解释一下，否则这个词语容易引起误解，第二这个词能深刻地反映出车夫的身份，进
而来体会出鲁迅先生对处于社会最底老百性的同情。
抓住了这些词就能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可是方法不同，效果不同。
　　（教师一的做法，做得扎实。
只是由言到意，简简单单，但是效果差强人意。
）　　师：“饱经风霜”是什么意思？
　　生：就是吃饱了风、吃饱了霜。
　　师：你吃过吗？
（把老师气的！
）动动脑子再想一想！
　　生：就是吃过很多苦头。
　　师：没错。
这位同学就知道是吃苦头。
　　师：谁能讲得更准确些？
　　生：（将词语手册上的解释读了出来）就是形容一个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和磨难。
　　师：你怎么知道的？
　　生：我看了词语手册。
　　师：你真会学习。
学习就得像他这样学啊。
　　师：风霜什么意思？
　　生：就是艰辛和磨难的意思。
　　师：对！
要好好地记住这个意思，可不能见风是风、见霜是霜啊！
　　这个环节上得又简单又扎实。
解释带点词语的意思，还会用上工具书，可是，不能提倡这样上。
这不是简简单单教语文，扎扎实实学语文，这是假象。
学生对“饱经风霜”不出几天就会忘了，记性好点的一个学期过后就还给你老师了。
（全场笑成一片）一个人，学习得赵我，就记住得越多；记住得越多，就知道得越多，忘记得越多；
忘记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知道得越少，忘记得越少，没什么可忘记的。
爱因斯坦说过，教育就是把学校的东西都忘记了剩下的那些。
　　我学了十多年的语文，我现在自己去想一想，还有多少课文留在脑海里，有多少好词好句留在我
的脑海里，我想一想几乎没有。
然而，没有人怀疑说王崧舟语文不行，说不会说，写不会写，水平差透了，素质，什么叫素质，这就
叫素质。
　　我全国各讲学，人家听不出我是哪里人，这说明我的普通话还可以，你说呢？
我非常感谢我的小学老师，告诉你，我们全班47个同学，除了一个死掉的，另外活着的普通话讲得很
好，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非常荣幸地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小学语文老师，是个女的，他的丈夫是北京人，她是浙江幼
儿师范毕业。
嗨，那普通话真好，她从来不用方言跟我们讲话，因为她跟她的丈夫说话都用普通话，形成习惯了。
她教我们四年，从一年级一直教到四年级，我们全班同学普通话都讲得非常棒，还稍稍带那么一点京
片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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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这就是熏陶。
语文不是学出来的，语文在很大程度上是熏陶出来的。
要熏陶，唯有熏染，它才能进入学生的记忆深处，进入学生的灵魂深处，他的语言，他的形象，他的
精神，才有可能跟他生命本身的运动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要素。
　　我们再看另一个老师怎么上“饱经风霜”。
　　第一步，请孩子们闭上眼睛，回忆一下生活中有没有看到过饱经风霜的人，如果有请举手示意。
结果没想到，全班三分之二的人都举手，我们坐在后面听课心里犯嘀咕，这个社会饱经风霜的人还真
不少。
　　第二步，谁能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车夫的这张脸？
很厉害吧，有难度，但是前面有个坡度。
生活体验的调取，尽管难，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举手了。
孩子们站起来，（生）老师，我看到的是怎样的，颧骨高高地突出，眼眶深深地陷进去，满脸的皱纹
。
（师）没错，这是一张的饱经风霜的脸。
老师，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张脸，他的脸红通通的，头发像一堆乱稻草，他的嘴唇是有一道一道干裂
的口子。
第三个孩子说，老师，我看到的是这样一张脸，他的脸色蜡黄蜡黄，身上也是皮包骨头，其实只有三
十岁，但看上去好像已经有六十岁一样。
（师）没错，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老师说，你们会看车夫的脸，第一只眼睛看到这张脸，第二只眼睛看到这张脸的背后，
你能看一看，从车夫的这张饱经风霜的脸的背后，你又能看到了什么？
（生）老师，我看出来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他的家里很穷，估计吃了上顿没下顿。
（生）老师我也看出了，我看出来了，车夫干活不要命，没白天没黑夜地拉黄包车。
（生）老师，我也看出来了，我看出了这车夫身体有病，是撑着拉黄包车的。
老师说，是的，就是这样大冷天，赤着光脚，在拉黄包车，现在玻璃碎片把他的脚板刺破了，他躺在
地上痛苦呻吟，他想起来都起不来。
假如你就在现场，这个时候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
（生）老师，那我，我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他。
第三个学生说，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把我爸爸叫来。
（师）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生）我爸爸是外科医生。
学生还说，我一定会自个拉黄包车把他送到人民医院去。
老师说，那你拉得动吗？
拉得动。
你有这份心足让人感动的，老师说，看得出你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那让我们一起去看鲁迅先生是怎
样对待这个黄包车车夫的。
教学继续进行。
　　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教学片段，我们都看到什么呢？
看到非常明显的教学现象，就是举象。
它是把这个抽象到不能再抽象的语言文字，一次又一次的放大，一次又一次的做细，看到这四个字背
后的种种不直言说，但是必须去意会的东西。
　　我不敢说，举象的课就是诗意语文的课，但是我敢说，诗意语文的课一定充满着举象。
第一，举起的是一个个的生动的、活泼的、具体的象；第二，所有的象都来自学生的生活体验；第三
，由于这样的象是跟学生的生活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于是文本的语言文字转化为他自己的语言文字，
积累为自己的东西，这才是活学活用的语言，这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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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活学活用的语言才是真正的有用的东西。
说不定哪天新的情境出来，第一个看到复现的一种文化，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
比如看到街上一个屈曲独行的老太太，看她的神情会出现复现的文化“饱经风霜”。
这样学语文，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现象——举象。
　　造境　　所谓造境，即在举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语言文字还原成特定的情境、意境、心境。
　　诗意语文充满举象，光这样够吗？
显然不够，因为一个一个的象是平面的，是单调的。
所以，在举象的基础上应建立语文环境的情境、意境、心境。
什么是情境？
所谓情境就是景象的延续体，就是很多象的叠加，形成一种场，形成一种氛围，形成一种透明的空间
，人置身其中感受到的不是现在的，感受到的是一种象，产生共鸣共振之后的那种情绪。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非常恰当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首小令用了11个象，枯藤、老树、昏鸦三个
，小桥、流水、人家六个，古道、西风、瘦马九个，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十一个。
十一个象，用一个象，用一抹色彩统一起来，一抹色彩就是夕阳西下。
形成一种境。
什么境？
伤感、惆怅、孤独，寂寥。
人在征途有家不能回啊。
此刻，西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这是回家的时候，但是很多人回不了家。
因为他们还在征途、旅途、考途之上，或许为功名，或者为经商，为赚钱，或者为郊游等等。
于是，诗人心中的情景化为类似《天净沙?秋思》这样的词，这就是造境。
所以读诗、读词、读小令、元曲，你要想方设法地让自己进入情感，积累情感。
　　再比如何其芳先生写的《一夜的工作》，何其芳先生首先是个诗人，你绝对想不出来这样一位激
情澎湃、情思瑰丽的诗人竟然写了这么一篇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的文章。
开始读《一夜的工作》你会感觉太平实，这语言太平实了。
但是，你仔细一读，你才会发现，其实这家伙厉害，绝对是玩文字的高手。
他抒发自己的感情，几乎没有废话，但是，又很凝练，他的情感情绪不突兀、不宣泄，它包含在里面
，慢慢去咀嚼，嚼那口香糖一样，嚼和着，嚼和着，嚼和着，味道就出来了。
在这段文字教学的时候，我就试图营造一种气氛，让学生进入情境中去。
大家现在来看看这段文字：“这是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相当，一个不大的写字台，两张小
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
”　　相当简单，简单到如此而已。
　　读这段话，我们应该有一种语言的敏感，我会特别关注其中的一句一词：“这是高大的宫殿式的
房子。
”你看，这是什么房子？
这是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宫殿式”三个字能丢吗？
“宫殿式”三个字太重要了，绝对不能丢，我甚至觉得“高大”这个词可以取消掉。
这是宫殿式的房子，宫殿只是高大吗？
宫殿远远不只具有高大气魄的特色。
这是何其芳有意写出来的，它要传递一种信息，他没有明说，他是含蓄地告诉你，这所房子有来历，
这所房子不简单，让你想开去。
　　我让学生想：孩子们，看到“宫殿”这个词，你会作何种联想？
这所房子的主人可能会是谁？
你猜猜看。
孩子说：老师，会不会是慈禧太后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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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现在古装戏看得多了吧。
大家都知道老佛爷是慈禧太后是吧。
我说不是，那家伙比慈禧还大。
老师，那是不是皇帝住的房子？
我说也不是，比皇帝还要大。
学生都张大了嘴巴，啊，比皇帝还大，不会吧。
那时候皇帝是最大的，怎么还有比皇帝还大的？
不错，这是房子的主人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皇帝的摄政王。
什么叫摄政王你知道吗？
摄政王就是管皇帝的那个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厉害。
了不了得？
了得。
你想一想，一个摄政王的官邸，里面可能会有什么？
这就是举象。
学生说，那肯定灯火通明；那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名人字画。
我说没错。
那一定堆满了金银珠宝。
没错。
红木家具。
没错。
你想得到的它一定有，你想不到的，它那里也有。
　　然后，你话锋一转，这是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过去是摄政王的房子，你联想开去，联想到富丽
堂皇，它什么都有，应有尽有，然而，当这所房子成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房子，室内
陈设极其简单。
一个不大的写字台，一个写字台就够了，再加一个“不大”，两张小转椅，两张转椅就行了，加个“
小”，两张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
有红木家具吗？
没有。
只有什么？
“一个不大的写字台，两张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
”有奇珍异宝吗？
没有。
只有什么？
“一个不大的写字台，两张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
”有珍珠玛瑙吗？
没有。
有名人字画有吗？
没有。
只有什么？
“一个不大的写字台，两张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
”你说，总理办公的地方陈设简单不简单？
简单。
怎样的简单？
极其简单。
谁能给找一个词？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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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简单。
不够。
一个说非常简单。
还是不够。
一个说相当简单。
那就更不够了。
能换吗？
不能换。
怎样的简单？
极其简单，简单到无以附加的程度，然而在这极其简单的背后，却看到、发现一种极其不简单的东西
——总理的人格，总理的精神品质。
这就是“极其简单”和“极其不简单”的矛盾。
　　这种刻画得已经出神入化，已经到化境，然而这化境，你要通过举象、造境让学生有感受，有自
己的体会，有自己的嚼头。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造境。
　　入情　　所谓入情，就是置身于语言文字所造的境中，体验其承载的情感、情味和情怀。
　　一切景语皆情语。
这些不同的文字的背后一定存在着诗人的思想情感。
在我看来，一切境语也皆为情语，所以，造境要进入情——这个情可能具有情绪，那是一种情感状态
，这是一种情绪，它来就来了，像台风，像潮起；也可能是一种情感，它是淡化的，但是一直维持着
，比如说一种忧愁的伤感；也可能是情操、情怀。
　　我觉得语文教育的灵魂就在于“情”字。
有人曾经为语文、数学打过许多比方，说过许多俏皮话。
数学轻轻松松一条线，语文模模糊糊一大片，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见出了两门学科的不同。
又有人说，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而语文是情感的舞蹈。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他情动了，郁织在一起，他不得不发，不吐不快
；“观文者披文而入情”，靠什么入情？
披文才能入情。
实际上，“披文入情”这四个字，就很好地诠释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所以，语文课，怎一个情
字了得？
　　我们举个例子，《我的战友邱少云》，这篇文章写得感人至深，作者是邱少云生前所在的副班长
李元兴。
那年邱少云21岁，李元兴23岁，都是大好时光，黄金时代。
然而，战争的需要，民族的需要，国家利益的需要，他们出征了，他们为此献出了青春，甚至宝贵的
生命。
李元兴实际上是唯一一位真正看到邱少云被烈火烧身，最后壮烈牺牲的战士，其他人离邱少云都很远
，只有李元兴离他最近，大概离他就几步之遥。
所以，那个场面，不仅仅是壮烈，更是惨烈的。
那个惨烈的场面，他一个人看得那么真切，这个刺激太大了。
一个活人，一个亲如手足的战友，就在他面前，就这样消失了⋯⋯那刺激太大了！
他回来以后，胸中有愧，不吐不快，如果不把它写出来，他觉得难受，他觉得对不起战友，对不起自
己的灵魂！
实际上这不是小说，这也不是故事，这是一篇战地通讯，所以写得非常感人，它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因为当时的整个战斗过程他都亲历了。
我觉得，写得最感人的，就是文章的这个自然段，幻灯出示：　　“我的心绷得紧紧的。
这怎么忍受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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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心这个年轻的战士会突然跳起来，或者突然叫起来。
我不敢朝他那儿看，不忍眼巴巴地看着我的战友活活烧死。
但是我忍不住不看，我盼望出现什么奇迹，火突然间熄灭了。
我的心像刀绞一般，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
”　　当烈火整个把邱少云包住的时候，他没法写出邱少云是怎么痛苦的，因为“子非鱼，焉知鱼之
乐”，“子非鱼，焉知鱼之苦”啊！
这火是烧在邱少云的身上，那么他写什么呢？
他就写自己的感受，通过写自己的感受来反衬当时邱少云所处的那个危险的场景。
但是就是这么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落在两个语文老师的手中，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第二个老师，我们来听一听：　　师：同学们，请大家自由朗读这段话，一边读一边找，看看你读懂
了哪些心情，请你在读懂的地方划上波浪线。
读完以后全班交流。
　　生1说：老师，我读懂了紧张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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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意语文是对语文教育理想境界的一种追寻，是对语文教育本色和本真的一种深刻自觉和回归，
一切优秀的语文教学，必定是诗意的语文，一切风格鲜明的语文教学，无论素朴还是绚烂，无论激情
澎湃，还是理趣盎然，无论散发着平民气息，还是充满了贵州气质，在它们之上，必有皎皎如明月、
灿灿似星辰的诗意，流布其间、充盈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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