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窗

以语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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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报·语文主题学习周刊》发刊词

本报讯 2018年11~12
月期间，江西省峡江县教研
室分别在实验中学、第二实
验小学以及巴邱小学举办
了“语文主题学习”教学开
放日活动。来自全县的中
小学语文教师及家长代表
400余人参加并观摩了本次
活动。

活 动 分 三 个 阶 段 进
行。第一阶段为精品课展
示。由学校推荐一名执教
能 力 较 强 的 教 师 上 示 范
课 。 第 二 阶 段 为 随 堂 听
课。与会代表可在全校各
班随堂观课。第三阶段为
互 动 交 流 。 授 课 教 师 就

“1＋1”课型进行教后反思，
听课教师和家长代表畅谈
听课感受。

本次会议对推动峡江
县的语文教育教学发展起
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江西省峡江县教研室
主任/刘永夫）

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的发展日新
月异，教育事业也与时俱进。江河奔涌，
时光流转，我们欣然迎来了新的一年，

《语言文字报·语文主题学习周刊》也春
风满面地向大家走来了！

“语文主题学习”研究项目自2006年
在山东省潍坊市启动至今，已走过了 12
个年头。12 年来，从风筝之都山东潍坊
到塞上明珠陕西榆林，从改革之窗的广
东深圳到绿野千里的内蒙古呼伦贝尔，

“语文主题学习”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
南北。

“语文主题学习”倡导回归母语学习
原点，遵循母语学习规律，以大量阅读的

方式引领师生学习语文，反三归一、质从
量出，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培养新时代全
面发展的人才。多年来，“语文主题学
习”把学生自主阅读和大量阅读摆在语
文学习首位，促进教师课堂教学效率的
不断提高，教师和学生都得到长足发展，
教学研究硕果累累。为了及时报道各地
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态、经验与成
就，展示中小学教师的教研成果，《语言
文字报》在2019年开设《语文主题学习周
刊》，以期与全国各地教育同人共同探讨
语文教育发展大计。

2019 年，《语言文字报·语文主题学
习周刊》于每周三出版，每期四版。栏目

安排如下：第五版为“视窗·动态”，主要
刊载“语文主题学习”教研动态，教师、学
生的活动，以及名师大家对语文教育教
学的解读等文章；第六版为“实录·课
堂”，主要刊载语文课堂教学设计、教学
实录等，或就某一个教学专题展开深入
探讨；第七版为“探索·文心”，主要刊载
各地教师对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的真知
灼见，以及教育工作者的读书心得或生
活感悟；第八版为“聚焦·风采”，主要聚
焦于区域、学校，讲述校长的故事，展示
教师的精神面貌。

希望《语言文字报·语文主题学习周
刊》能够以丰富多彩的栏目、品质精良的

内容为广大师生服务，成为广大语文教
育工作者开展教研探索、展示语言实践
成果的平台。

新的一年，新的气象，希望《语言文
字报·语文主题学习周刊》和广大语文教
师一起携手，共同探索，加强语文教学内
涵式改革发展，潜心探求可操作的教学
方式，切实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共同把语
文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语文的春天已经来临，绿波在我们
的心中荡漾。新的一年，我们愿与您一
起，怀揣无限的欣悦，喜看教育繁花开满
枝头！

本刊编辑部

人
文是指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
现象，又专指人类文化中的先进
的、优秀的部分。人类社会的发

展，说到底就是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是人类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教育的实质
就是文化的传承。语文教育尤其如此。语文
属于人文学科，属于文化范畴，语文教师肩负
着传承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任。

文化的作用

文化就其结果和作用来说，是“化人”，即
影响人、教化人、塑造人、匡正人、提升人、救
赎人。之所以要“匡正人”，是因为我们每一
个人，包括学生和成年人都会在工作、生活中
的某些方面出现偏失。怎么办？文化可以匡
正你，使你回到正途。再说一说“提升人”，文
化可以提升人的思想情感，提升智慧，提升生
活的品位，提升人生价值，提升幸福度。可以
说，我们人类所做的一切无不是为了得到幸
福，包括我们学习科学知识和发展科技，都是
为了使人类得到幸福。文化能够使人们达到
这种目的。因而，文化是人的高层次需求。
再说说“救赎人”，所谓“救”是救助，即比较大
的帮助；“赎”是使人找回本来的那种状态。
孟 子 认 为 ，儒 家 的 学 问 之 道 就 是“ 求 其 放
心”。“求其放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找回一
个人丢失的本心。我们人类为什么出现那么
多谬误，乃至出现一些邪恶的东西？孟子认
为是因为人的本心——最本身的思想情感丢
失了。那么，接受教育就是要把本来最纯真
的思想情感给找回来。因此，“赎”不妨看成
这个意思。

“化人”的故事

孔子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缁。”这世上最坚硬的东西是什么
呢？是怎么磨也磨不薄的东西。有人说是金
刚石，可是我们现代工业也能打磨它。这里
的“不磷”就是不会变薄。孔子又说，不是说
很白吗？那么这世上最白的是什么呢？是

“涅而不缁”的东西。“涅”是黑水，“缁”是黑
色。最白的东西就是泡在黑水里也染不黑。

“磨而不磷”的应该是人的意志，“涅而不缁”
的应该是人的品质。清代有一个人，在京城
的文物市场上买到了一方砚台。砚台是文房
四宝之一，是文人不能离开的东西。这方砚
台是岳飞的砚台，砚台上刻着他的铭。“铭”是
类似诗句的短的语句，如《陋室铭》。岳飞的
砚铭是“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原来，岳飞最
欣赏的也是孔子这两句话。岳飞死后，这方
砚台到了谢枋得手里。谢枋得在南宋灭亡以
后隐居在民间。元统治者后来探听到他隐居
在民间，就派人把他“请”到北京，让他做官，
实际上是把他押到北京。谢枋得到了北京，
住在北京南城的法源寺，最后绝食而死。谢
枋得得到了岳飞的这方砚台后，十分宝贝它，
但他没有自己留下，而是把它送给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文天祥。
文天祥在这方砚台上又刻写了自己的铭

文：“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
弗失道自全。”文天祥也用“持坚守白”来勉励
自己，他以文人之弱肩担起了民族救亡的重
任。此后他被关在北京的土牢，关了三年。
文天祥只要活着，就很有号召力。当时的百
姓只要知道文丞相还活着的消息，就有可能
揭竿而起来响应他。因此，元统治者必然要
处死他。在文天祥就义的前一天，元世祖忽
必烈把他请到皇宫中，亲自对他说：“我让你
当宰相，行不行？你就在我一人之下。”文天
祥说，我是大宋的状元宰相，我的国家灭亡
了，我只求一死。文天祥为什么要选择死？
他是在以死来抗争元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
争，这场侵略战争给民众带来了灾难，深受儒
家思想影响的文天祥不愿与给民众带来了灾
难的人为伍。

文天祥就义后，他的妻子来收敛尸体，在
他的衣带里，人们发现了他的绝命词。后来，
人们就管他临死前写的这个东西叫“衣带
铭”。文天祥的“衣带铭”写道：“孔曰成仁（孔
子说，仁人志士可以杀身成仁，意思是可以牺
牲生命。这个‘仁’就是儒家所说的作为一个
人最高的思想精神境界），孟曰取义（孟子说
舍生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只有一个人
完全尽了道义，才能达到‘仁’的境界）。读圣
贤书，所学何事？（元统治者是横跨欧亚的皇
帝，他让文天祥就在他一人之下，可文天祥选
择死。很多人不理解，文天祥做出回答，他
说，我读的是圣贤书，我学到了什么？）而今而
后，庶几无愧。（‘庶几’是差不多的意思，‘庶
几无愧’是没有惭愧的意思，说明他对得起家
国、民众）。”文化能够起到这样的“化人”作
用，是不是提升了人的价值？

从世界文化看中华文化

我们看待文化，还要有世界文化的大眼
光。世界文化或者说人类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母体。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世界
文化的养分。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世界文化，
就没有中华文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宋
词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有西域音乐传
入，文人听了以后，也想填个词，于是就有了
宋词的繁荣。文化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总
之，没有世界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而中华文
化又是世界文化的重要构成。世界三大文化
首先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又用自己的生命
力反哺给了世界文化，这就是咱们说的“只有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为，你有民族的东
西，世界把它收进去，它又成为世界的了。中
华文化和世界文化不可分割，“民族的就是世
界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文化都是兼容并包
的。中华文化就是兼容并包的文化，所以才
源远流长，兴旺发达。我们要从世界文化看
中华文化。心胸要博大，不要狭隘；思想要精
深，不要肤浅；要有广阔的视野，才能看清楚

文化的全貌；要有比较联系，才能使中华文化
不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从而科
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

同世界文化观念相关的是世界情怀。邓
小平同志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要让我们的孩子有世界情怀，也
就是要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来看待事物。儒
家倡导“大同思想”“天下为公”“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其中“平天下”就是使天下安
定，人们都过上好日子。还有顾炎武的“国事
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是告诉我们要有世
界情怀。世界公认的人类四大精神导师，第
一就是孔子，他是道德的导师；第二是苏格拉
底，他是理性的导师；第三是佛陀或者说释迦
牟尼，他是超脱的导师；第四是耶稣，他是信
仰的导师。为什么认为这四个人是人类精神
导师？因为他们都有世界情怀，站在全人类
的立场上，不放弃任何一个人。语文教师就
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与气度。

语文要有文化味

语文是最重要的人文性学科，其文化特
质是非常突出的。语文要体现优秀文化，语
文教师应该树立强烈的文化观念，夯实文化
根基，加强文化修养，才能使语文课有文化
味。有人问语文课有什么标准，我觉得语文
课 应 该 讲 出 文 化 味 来 。 因 为 ，语 文 要“ 化
人”。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不
少语文教师缺少人文的大眼光，缺少世界情
怀，缺少站在人类立场的大气度，很多人把精
力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譬如颠过来倒过去
地研究教法。与其这样，不如花时间阅读文
化经典，在“根”上下工夫。比如，应该通读

《诗经》《史记》这些经典。读一读并不难，《诗
经》只有 305 篇，一天花一点工夫读一篇，一
年下来就是专家了。把这个弄通了，就能一
通百通。在我的影响下，北京四中的很多学
生都能通读《诗经》《史记》等经典。但有的语
文教师连《离骚》都读不下来。像《离骚》这样
的经典，我觉得应该是不厌百回读，而且每读
一次都能得到升华。

刘勰是这样评价《离骚》的：“不有屈原，
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离骚》
体现了屈原令人惊叹的才华。“风逸”，指像清
风那般的超逸，几乎没有人能够赶得上；“壮
志烟高”形容豪壮的情志，这个“志”指思想情
感，像烟云般崇高。刘勰还说：“山川无极，情
理实劳。”《离骚》中描写了无边无际的山川，
表达了对真理真知的苦苦追求。又说：“金相
玉式，艳溢锱毫。”像黄金一样的本质，像美玉
一般的样子，美好充溢在一丝一毫之间。把

《离骚》的 375 句读一遍，对我们语文教师是
一种很大的提升。有的人说，现在过分强调
育人了吧？把语文能力淡化了，好像有点喧
宾夺主。其实他错了，因为语文教材选择的
都是高质量的、反映优秀文化的文章，通过对
这样的文章的阅读，学生的语文能力一定能

够达标。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

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二字就
是博大精深文化的象征。“中”是什么意思
呢？本来是指一块地方插一个旗子。为什么
插着旗呢？表示这里是中心、中央地区。“中
心”“中央”含有有号召力、有影响力、有凝聚
力、有领导力之意。再说“华”，这个字在甲骨
文中本来就是一朵花的样子。“花”就是美好，
象征着美好的文化，优秀的、吸引人的文化。
因此，“中华”二字就是博大精深文化的象
征。“华”就是美丽，中华文化处处体现着美。

语文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存在
发展的根基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最重要
的文化基因。几千年来，古代汉语与现代汉
语虽然有简繁、文白差别，但其实质是一脉相
承的，没有根本的变化。比如，《诗经》虽是距
现在 3000 多年的作品，但有时候读着跟我们
现在的话一样，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小
学教师发现小学生在互相传纸条，三年级的
小孩居然写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样的句
子。这说明我们的语言文字几千年没有大变
化，中华文化没有中断。

汉字从甲骨文、金文一路发展，演变成如
今的模样，但仍属于以象形文字为主的文
字。中国的语言文字几千年无大差别，这是
世界文化奇迹。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说，英
国三四百年前的书，几乎没人能读得懂，除了
少数专家；而中国三四百年前的书，一般的学
生都能读懂，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余
先生动情地说：“中国语文是可敬的。”我们语
文教育工作者是否认识到了我们的语文是可
敬的？我们这种优美的、珍奇的语言文字，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呈现着独有的气质。

语文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

我们要有这样的职业观念：语文教师是
尊贵、光荣、高值的职业。我总爱用“高值”这
个词，“高值”就是极高的价值。柏拉图说：

“世上最高贵的学问是告诉人们做一个什么
样的人，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语文就是如
此，语文教师应当如此，我们从事的就是高贵
学问的传授。孔子说“君子不器”，“器”就是
器物，或者说工具。其实这句话孔子是说君
子不是器物，不是谁用都行的，而应该是有美
好思想情感和独立人格的人。语文教师就应
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是有这种美好思想情感
的人。

语文教师的职业是面对一切人的，是促
进人格提升，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的。如孔孟
这样的文化大家，以一己之尊严捍卫了人类
之尊严，追求发扬真善美，维系了社会的公正
和平，使之不脱轨而前进。语文教师所从事
的是作用于人的思想情感、传承人类文化的
崇高劳动，大家应该有这样的情怀。

孔子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就是说要

拿出自己的能力来，站在这个行列中，如果不
能的话，就止步，就退出。我希望所有的语文
教师也有这种气度。要有尊严，不被某种势
力、力量左右，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气概，
不被一些新潮的流派、说法瞎折腾，不要被烦
琐的事物役使。语文教师是“高值”的职业，
传承文化、化人，每天面对的是鲜活的生命，
要敬畏生命，对生命负责，警戒庸师误人。《诗
经》中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意思是人喜
欢我，给我指出光明大道。我套用一下，语文
教师应该是“我之好人，示之周行”。

语文教师应该是思想者

语文教师应该是思想者、思考者。法国
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能思想的芦苇。”中
国哲学家冯友兰说：“人是能觉解的动物。”芦
苇喻人是极脆弱的生命，但是人能思想；冯友
兰把“思想”二字落实到觉解，就是要不断地
感悟、理解，没有终结。孔子说“君子不器”，
我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苏格拉底在被处
死之前，当时的统治者说，只要他悔改，不再
去宣扬他的思想学说，就可以免罪。苏格拉
底说了这样的话：没有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
过的。之后从容赴死。思想应该是语文教师
最重要的人格力量，文本是思想情感的载体，
语文教师没有思想怎么能把文本理解好、讲
好、以思想情感育人呢？语文的功用大，影响
大，语文教师的思想对学生的作用太大了。

有位教师讲孟子专题，他认为孟子有高
尚的灵魂，因为孟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认为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是率兽而食人也”。这位教师的课讲得有深
度，但我以为还可以再提升思想高度。怎么
提升呢？说孟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还可以
提升为说孟子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在斥责
统治者的同时，也在对他们进行救赎。我所
谓的“提升”就是指孟子对统治者也没有放弃
救赎，让他们摆脱那种痛苦，让他们过而能
改，让他们真正为民着想，与民同乐。如果能
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以人类的立场思考、处
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最伟大的思想情怀。
这将对学生产生多么大的良性影响啊！

美好的意义在于对高标准的追求中

语文教育的要务，我总结为十二个字：观
念新、眼界宽、气度大、路子正。要把我们的
精力用在这上面，此外还要做到“三保护”：保
护学生的学习热情，一点不能伤害他们的热
情；保护他们的兴趣，比如对语文课程的兴
趣；保护学生的才气，其实有的孩子很有才气
的，不能伤了他们。有的教师可能觉得这些
东西有点高大空，但高标准往往不是用来实
现的，而是用来追求的。古人说：“取乎上者
则得乎其中，取乎中者则得乎其下。”不断获
得美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高标准的追求过
程中。

（作者系北京四中语文特级教师）

李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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