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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听过王崧舟老师的不少语文课，他的课
一直是教师学习的标杆。从《我的战友邱少
云》《一夜的工作》⋯⋯到确立“诗意语文”后
的《长相思》《二泉映月》⋯⋯再到近期的《爱
莲说》《记承天寺夜游》⋯⋯每次听王老师的
课，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动，激昂处热血沸腾，
舒缓处恬淡清朗，动情处泪流满面，伤感处
满心酸楚。在风格林立的小学语文界，王崧
舟老师的课堂是“贵族”式的存在，高贵、典
雅、凝练、醇厚。诗，本来就是语言中的贵
族，“诗意语文”也就是语文课堂教学中的

“贵族”了。
诗人王国维认为诗的境界有二：有诗人

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唯诗
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
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
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
感，常人皆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故其
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而王崧舟
老师的诗意课堂，正兼有这两重境界——教
者之境界，听者之境界。

不久前，王老师应邀在江阴市金童中心
小学上了古诗《墨梅》一课，课堂上，教者尽
显梅之净洁，语意高蹈；而学生亦能尽感梅
之风骨，丝丝入心。

金童中心小学一直在传承梅之精神。
这所名虽不显、地处城郊接合部的小学，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南是江阴最高
山——定山，金童玉女的传说流传滋养；东
是“香自梅花来”的香山，宋朝苏东坡数度来
此，留下“梅花堂”匾额，江阴的明朝旅行家
徐霞客更是多次来此，写下《题小香山梅花
堂》诗五首，留下了“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
梅花一样清”的名句，梅之精气润泽着山脚
下的一代代金童学子。这里走出了爱国佛
学大师巨赞、中国教育大家顾明远、文学家
叶兆言（叶圣陶之孙）⋯⋯由此，这堂课，也
就更凸显出梅之“境界”。

顺学“适境”，清简扎实

看不到学生起点的课不是好课，不切合
学生发展实情的课不是好课。一堂好课，必
须要以学生为主，课中有学生、心中有学生，
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时，要顺学“适境”。

课堂片段 1
师：生字新词会认会读了，整首诗会认

会读吗？
（课件呈现）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师：谁来读一读？
生：（朗读《墨梅》，读了第一句，第二句

迟迟未读）
师：是看不清吗？到这边来。
生：（对师耳语一句）
师：哦，原来是有两个字不认识！愿意

请人帮忙吗？
生：（走下位置请教另一生，请教“朵朵”

读音）
另 一 生 ：老 师 ，他 说 屏 幕

上“朵朵”两字写错了，
最后两笔不是点，而

是撇捺。
师 ： 哦 ，

原 来 如 此 ，
这里老师用
的 是 柳 体
的 楷 书 ，

“朵”下面
写 成 了 两
点 ， 而 你

认 为 “ 朵 ”
下 面 应 是 一

撇一捺，所以
你 就 不 认 识 了 。

怪老师，现在你来
读读这首诗。

生：（朗读 《墨梅》，读准了，但不流
畅连贯）

（其他学生都为其鼓掌）
师：为什么要为他鼓掌？
一生：因为他有继续朗读的勇气。
师 ： 学 习 不 怕 犯 错 误 ， 什 么 地 方 跌

倒，什么地方爬起来！这就是勇气！
王老师这堂 《墨梅》，不是第一次上，

但 对 于 这 个 班 的 学 生 来 说 ， 却 是 第 一 次
上，所遇的学情肯定也是不同的。谁又能
想 到 一 个 四 年 级 的 学 生 会 不 认 识 “ 朵 ”
字，且是因为字体的不同而不认识“朵”
字。而王老师给了他时间，给了他机会，
也给了他勇气，使大家也理解明白了这个
小男孩，不由得都给了他真诚的鼓励，让
他自信心倍增。

现今的展示课堂，普遍有这样的现象：
由于备课设计得太饱满，环节安排得太烦
琐，使得一堂课，貌似一路繁花，环环相扣，
实则学生在教师的紧赶急催下，课堂之旅就
变成了一路赶车、拼命爬坡、急促拐弯的劳
顿之程，于是到最后在眼花缭乱中并没有给
学生留下期待中的美丽风景。

王老师却能迅速地依学情而调整，顺
学“适境”，和着学生学习的节奏，带领学
生徐徐进入，学习了诗，也学习了方法，
更学习了做人，无形中还学习了梅之“有
勇气”的风骨。当然，清简的教学不同于
简一单调，清是其质，简是其形，不苛于
细 ， 不 耽 于 形 ， 而 有 充 足 的 时 间 让 学 生
听、说、读、写，获得发展。

因诗“入境”，清新灵动

古诗，因其短小精简，课堂上完全有
时间来逐一细析分解，所以我们一般会逐
字逐句来理解诗意，体会诗情。很少有人
会从整首诗的线索入手 （诗的线索一般不
明显，难发掘），关注其“起承转合”中的
意蕴。

王老师这堂 《墨梅》，精准地从“梅”
入手先抓整体。

课堂片段 2
师：“墨梅”“墨梅”，顾名思义，当然写的

就是“梅花”。有人说，这首短短的只有 28
个字的诗里，竟然藏着三种不同的梅花。

（课件呈现） 家中梅 画中梅 心中梅
师：那么，家中梅藏在哪里？画中梅

藏在哪里？心中梅又藏在哪里呢？请大家
默读诗，完成课堂练习的第一大题。

（课件呈现） ——连线答题
我家洗砚池头树 心中梅
朵朵花开淡墨痕 家中梅
不要人夸好颜色 画中梅
只留清气满乾坤 心中梅
生：（完成课堂练习第一题）
师：“朵朵花开淡墨痕”写的是——
生：画中梅。
师：为什么你认为这一句写的是画中梅？
生：因为在这一句中后面三个字写了

“淡墨痕”，文房四宝里面有一个是“墨
汁”，看到“墨”字，我就想到是画出来
的。

师：说得清楚，因为想得清楚。继续
看，“不要人夸好颜色”写的是——

生：心中梅。
师：同意的请举手 （生纷纷举手）。能

说说你的理由吗？
生：我觉得“不要人夸”是王冕心里

的想法，所以，这是心中梅。
师：一语中的啊！是的，“不要人夸”

是一种想法，是一种态度。家中梅、画中
梅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吗？

生：（自由应答） 不会。
师：只有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

样的态度呀！所以，这一句的梅花已经不
再是梅花了，梅花好像变成了谁？

生：王冕。

师：最后一句，“只留清气满乾坤”写
的是——

生：心中梅。
师：懂得了第三句，也就懂得了第四

句 。 因 为 ， 只 有 心 中 梅 才 会 有 “ 只 要 留
下 ” 的 想 法 和 态 度 。 看 来 ， 王 冕 的 《墨
梅》 的确藏着三种不同的梅花，已经被我
们一一破解了。

诗的教学也需遵循“整体—部分—整
体”的认知规律，而对整体的概括能力，
也是四年级学生循序学习并需掌握的一种
阅读技能。这样拎出一条线索，从整体入
手，一下子就让学生整体感知了“梅”，轻
松地引着学生迅速入了诗之“境”，入了梅
之“境”。正是有了这条线索路径，整堂课
的格局也豁然开阔敞亮起来。

缘情“蕴境”，清雅厚酽

古诗是凝练的，寥寥数字蕴含丰富意
思，令人回眸间常有新的顿悟。古诗也是
古意的，带着历史的尘埃和时间的沙砾。
由此我们也该承认，古诗，与学生是有一
定距离的。因为古诗的这个特点，所以在
教学时，就需要我们适当地“蕴境”，引导
学生入情入境，身临体会。

王崧舟老师无疑是“蕴境”高手。
音韵“蕴境”：古诗的音韵也是有含义

的，在音韵朗读中体会情境。
对于“家中梅”的教学，王老师重点

是让学生在音韵的朗读中体会。突出朗读
了 “ 我 家 ——”“ 洗 砚 池 头 ——”，“ 我
家”，不是张家、李家，而是我王家，是有
着王羲之的王家；“洗砚池头——”，不就
是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洗砚
池头吗？而这样的朗读，也正符合了这首
平起首句不押韵的七绝的平仄格律：“我家
——洗砚池头——树”，这里强调“我家”

“池头”这两个方位词，引导学生体会作者
要像王羲之一样有勤奋高洁的心志，于是
也使这“家中梅”有了根源 （作者认为自
己与王羲之同姓王，是同宗同气的）。

语意“蕴境”：紧扣“淡墨痕”明了心境。
“天底下的梅花，没有淡墨色的。有的

梅花，是红色的，很鲜艳；有的梅花，是
白色的，很亮丽。但是，没有梅花是淡墨
色的，而王冕居然把自家的梅花画成了淡
墨色。这是为什么？”因为，“淡”的是心
啊！用“淡”组词，有“清淡”“淡雅”

“淡泊名利”⋯⋯是的，梅花，本是红如
火、粉似霞、白像雪的色彩灼目，香气深
酽的，但在 《墨梅》 中，作者偏就写了它
的“淡墨痕”，淡淡的，清清爽爽的，摒弃
了朵朵梅开的绚烂，用大片的淡墨染出满
纸的“淡”，满心的“淡”，“清气”之感油
然而生。

拓展“蕴境”：添加人物事迹理解诗境。
课堂片段 3
师：咱们来看看，王冕究竟是个怎样

的人？
（课件呈现）
史书记载，朋友李孝光想推荐王冕去

作府吏，被他拒绝了。
史书记载，老友泰不华多次举荐王冕

为官，被他拒绝了。
史 书 记 载 ， 他 的 老 师 王 艮 劝 王 冕 做

官，被他拒绝了。
史书记载，元朝的达官贵人不惜重金

向王冕求画，被他拒绝了。
史书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要重

用王冕，他以出家为由也拒绝了。
师：五句话，五件事，人物不同，情

节不同，但是，有关王冕的一个词却完全
相同，这个词是——

生：（齐答） 拒绝。
⋯⋯⋯⋯
师：亲朋好友请王冕做官，他拒绝，

这叫——

生：（齐读） 淡泊名利。
师 ： 达 官 贵 人 用 重 金 购 买 王 冕 的 画

作，他拒绝，这叫——
生：（齐读） 淡泊名利。
师 ： 开 国 皇 帝 朱 元 璋 请 王 冕 出 来 做

官，他拒绝，这叫——
生：（齐读） 淡泊名利。
师：现在我们发现，王冕的画中梅也

藏着秘密啊！一起读——
生：（齐读） 朵朵花开淡墨痕。
互文“蕴境”：梅“清”与梅“香”比

较中领悟意境。
很多人写梅花，写的不是“清气”，而

是“香气”。这时，王老师出示写梅花“香
气”的五首诗句，让学生朗读体会。王冕
为何独独写了“清气”呢？在比较中让学
生完成填空练习：“1.香气写的是花，清气
写的是 （人）；2.香气是鼻子闻出来的，清
气是 （心灵） 品出来的；3.香气每个人都
能 闻 到 ， 清 气 只 有 （高 洁） 的 人 才 能 品
出。”而后再出示王冕的梅花“清气”诗

《素梅》 几首，引读渲染升华，在互文的比
较中领悟王冕的一身清气。

论诗“出境”，清气流传

“文章是别人的，心事必须是自家的”
（孙良），课堂教学中在引导学生入情入境
的同时，也必须引领他们“出境”，站在自
身的角度去体会、感受，去评品、论述，
这样才能生长出他们自己心中的“梅”。王
崧舟老师的这堂 《墨梅》，就是这样，教学
的每一个环节，都能适时地引学生们“出
境”，在“境”中走个来回，特别是最后的
论诗“出境”，让清气流传更深广了。

课堂片段 4
师 ： 读 到 现 在 ， 我 们 终 于 明 白 ， 原

来，墨梅就是——
生：（齐答） 王冕。
师：王冕就是——
生：（齐答） 墨梅。
师：这样的写法，我们把它叫作托物

言志 （板书：托物言志）。墨梅——王冕，
托物——言志，核心只有一个，灵魂只有
一个，这个核心和灵魂就是——

生：（齐答） 清气。
师：孩子们，从王冕开始，从墨梅开

始，清气就这样在天地之间流转。你听：我
家洗砚池头树—— （齐诵 《墨梅》）

师：随着墨梅的流传，随着王冕故事的
流传，爱上梅花，爱上清气的人越来越多，你
再听：我家洗砚——（再诵《墨梅》）

（课 件 播 放 歌 曲 《经 典 咏 流 传 · 墨
梅》）

适境、入境、蕴境、出境，使这堂课
有了新境界，有境界自成高格，于是 《墨
梅》 的画格、诗格、人格，就融成了这课
堂的诗格、课格、人格。

其实，课堂不过是扇窗、是面镜子，
透过它，最终读出的、照亮的还是自己的
生 命 。 王 崧 舟 老 师 在 这 堂 课 上 所 流 出 的

“清气”，正是从他生命的底蕴里焕发出来
的。

在 来 金 童 中 心 小 学 上 这 堂 课 的 前 一
天 ， 王 老 师 痛 风 发 作 ， 但 他 在 一 瘸 一 拐
下，坚持来赴这场清梅之约。在他的点染
下，孩子们传承的梅之精神被激发升华。
在王崧舟老师来校上课次日，顾明远教授
携夫人周蕖 （鲁迅先生侄女） 回母校金童
中心小学。在和顾老交流中，刚上过 《墨
梅》 课的学生说：“我们不会辜负顾爷爷的
期望，我们要健康、活泼成长，做一个有
用之人，像梅花一样，清气留存！”

这正可谓是“境润金色童年气，课与
梅花一样清”。

（作者系江苏省无锡市江阴高新区金童
中心小学副校长，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
师、正高级教师，获“无锡市名教师”称号）

“双减”不是简单地做减
法，对学校而言，更深层次的
任务是“三提”，即课堂教学
质量、课业设计质量、课后服
务质量的共同提升。作为教育
主阵地的学校，我们既要踩住

“双减”的“刹车”，把学生从
过去繁重的作业和校外培训的
负担中解放出来，又要踩下

“三提”的“油门”，朝着更高
质量的教育发展迈进。

清华附小数学团队提出加
强“课堂、课业、课后”统
筹，努力带领学生从“黑板世
界”走向“现实世界”，避免
学生学习掉入单调、机械、低
效的课堂学习和传统作业之
中，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
动力。

笔者以“测量”这个单元
的教学实践为例，简述我们是
如何在有效落实“双减”工作
中破解“三提”教育难题的。

以课堂为方向盘：从
学科逻辑到生活逻辑

“测量”是北师大版教材
二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内容，
这个单元的主要教学内容包
括：体会统一单位的必要性，
认识厘米，认识米，掌握测量
的基本方法⋯⋯

门有 2 （ ） 高，笔有
10 （ ） 长 ⋯⋯ 这 样 的 题
目里，填写“门有 2 厘米高，
笔 有 10 米 长 ” 的 学 生 大 有 人
在，甚至有些学生到了六年级时，类似错误依然存在。

笔者听过很多年轻教师对这个单元的教学，他们的很
多教学环节几乎一致：例如，学生通过在自己尺子上找 1
厘米并认识厘米，在教师发的米尺上找 1 米并认识米⋯⋯
纵观这类教学设计，看似开放，活动不少，但学具是教师
提供的，方法是教师给的，学生始终只是被安排在被动的
学习位置，本质上学习路径是比较单一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长度单位？这样的长度单位到底帮助
人类解决了什么问题？通过学习长度单位能解决什么问
题？测量中学生会遇到什么困难？这些问题需要让学生在
真实的课堂中，主动经历从自我提问到自我寻找解决问题
路径的深度学习。

于是，我们团队努力打破课堂的固有圈层——时间和
空间的双重束缚，从真实情境下的大问题出发，回到生活
逻辑，设计单元教学核心任务：校园里紫藤架要重新设计
装修，现有的紫藤架有多长？请同学们去测量并把最准确
的数据汇报给后勤校长。

带着这个大问题，学生走出教室去测量：因为紫藤架
特别长，有人躺在地上，量紫藤架有几个自己那么高；有
人把全班数学书排成一排来测量；还有几个人手拉手⋯⋯

教师也从过去单一的教学组织者，成为测量协助者，
录像者、拍照者、数据记录者和问题的启发者。回到班
级，教师拿出照片，学生拿出数据，问题来了：为什么你
量的数据和我量的不一样？为什么我量的数据第一次和第
二次也不一样？⋯⋯从学科逻辑走向生活逻辑，学生自发
地提出了一系列真实问题。

以课业为齿轮：咬合统筹“课堂—课业—课后服务”

“双减”背景下低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但不意味着学
生学习就是一“减”到底，课后什么学习任务都没有了。
单纯的书面练习作业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学生的学习诉求，
应该以课上、课下深度联动的思路去设计。好的课业犹如

“齿轮”，一方面可以作为丰富学生课后服务的学习活动，
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支撑课堂学习的重要素材，“齿轮”转
动更好地帮助学生在整体学习中走向自动化，形成一个完
整学习的思维链条。

课堂回到生活，作业也要回到生活中去。于是团队教
师再次设计了紫藤架测量任务单。在学生已经认识了厘米
的情况下，继续去测量紫藤架的长度。在完成任务的过程
中问题又来了：课上已经认识了统一的长度单位厘米，学
生知道可以用手里的学习用尺去测，但一方面有些学生的
测量方法依然不正确，一方面由于学生的学习用尺相对紫
藤架太短，累加后误差太大，测量后反馈的数据依然结果不
同。基于此，在第二课时的学习中，新的学习从课下测量的
数据交流开始——紫藤架太长了，还得选择更大的长度单
位“米”来帮助测量。于是我们结合课下测量数据，针对单
元核心问题继续展开本课关于“米”的学习。

第一课时后，齿轮咬合式的课业设计统筹了从课堂到
作业，从作业再到课堂的过程，在一个真实问题下的持续
探究帮助学生实现了主动的、真实的学习。

以课后为强助攻：设计全学科整合学习活动

课堂上学习完“厘米”和“米”之后，在三点半的课
后服务阶段，数学团队教师除了指导学生完成适量的书面
基础练习之外，还根据儿童爱动手、喜创造的天性，设计
了统筹多学科整合的“制作米尺”实践活动。教师提供布
条、彩笔和剪刀，每人做一把“手绘米尺”。学生利用自
制的米尺，课后服务时间再去测一测紫藤架。第三次测量
的数据与刚开始学生用尺子测的数据相比精准了很多，但
仍有误差。

学生们为了测得更准确，甚至想出了把所有布条米尺
连在一起，制作一个超长米尺的好主意⋯⋯他们带着自己
制作的米尺回家，继续测量探索之旅：家里的门到底有多
高？自己有多高？上学的路程能用这个米尺测吗？在不断
的测量中，学生继续积累测量经验，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
问题。在这个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一种兴奋
的学习状态，实现了“提问—追问—寻证—再提问”的自
学习闭环。

高质量课后服务不是简单地把课堂时间延长，而要通
过设计有效、有趣、丰富的整合学习活动，真正让学生动
起来，玩起来，创造起来，进而让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成为
高质量课堂学习的强助攻。一线教师应该多思考如何在充
分尊重国家课程的基础之上，优化统筹多方学习资源，打
破刻板的教学模式，为学生的学习提供高质量的课堂、高
质量的课业设计和高质量的课后服务。

（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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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亦伦

境润梅之清气
——听王崧舟老师讲《墨梅》

刘敏威

名师课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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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梅
（小学四年级下册）

执教者：王崧舟

课堂观察

课堂不过是扇窗、是
面镜子，透过它，最终读
出的、照亮的还是自己的
生命。王崧舟老师在这堂
课 上 所 流 出 的 “ 清 气 ”，
正是从他生命的底蕴里焕
发出来的。

王崧舟
现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特级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开创“诗意语文”教学流派。

王崧舟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王崧舟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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