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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孙世梅

于永正：语文教育的一味“甘草”

有人把于永正老师比喻成一味甘草，说他既有药用价值，又能“调和百药”“解百药之毒”。

于永正：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国家教育部“跨世纪名师工程”推出的首位名师，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发表论文150余篇，先后出版

《于永正课堂教学教例与经验》《教海漫记》《于永正教育文集》等多部专著。

一代语文名师、著名小学语文教育专家于永正在语

文教育事业中辛勤耕耘，悉心培养青年教师，成为很多

教师成长历程中的“关键他人”。回忆同他交往的一桩桩

“关键事件”，既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传承。 

“是老师配合学生，不是学生配合老师”
我与于永正老师初次相识是在2004年，2007年有幸

拜他为师。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听我课的情

景，我讲的是《地震中的父与子》。课后，他直截了当地

指出我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读的还是少，老师说

的话太多，学生学习的时间被挤占了。指出问题后，他还

从教师个人素质的角度，不忘鼓励我说“小孙是个好苗

子”。以后每次请他听评课，我都能深深感受到他对后

辈的严格要求和真挚关爱，还有他为人的坦诚，这些都

深深地影响了我。

2009年5月，在杭州的一次教研活动中，我向于永正

老师请教一节课的教学。当说到具体的课堂教学设计流

程时，有一处我突然忘记了，“卡”在了那里。他笑着对

我说：“不要生硬地去记事先设计好的一个个细碎的环

节，也不必过于看重自己的教案，你最应该看重的是学

生。课堂上，你的责任是组织教学，是引导，是点拨，是

鼓舞，是激励，如果你能认真地倾听学生的发言，及时

地加以指导，你便会忘记你的教学环节，全心全意地配

合学生了。”

说到“配合学生”，我不禁想起于永正老师到外地

上课，经常会有带班的老师说“就怕我们的学生不行，与

您配合不好”。每当这时，于永正老师都及时纠正：“是

老师配合学生，不是学生配合老师。”这在教学观上是

有大不同的。

为了配合学生，于永正老师煞费苦心。课堂上，学

生的朗读不过关，他绝不放过，用各种鼓励的办法，一定

让学生把课文读好；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有语病，他认真

地指出来，直至学生更正后能准确地表达。他一次一次

不厌其烦地“配合”学生，尤其是对学习能力差的学生，

鼓励他们重拾学习语文的信心，并知道怎样才算学好语

文、怎样才能学好语文。

他说：“如果课堂上学生‘所向披靡’，如入‘无人

之境’，那还要老师干什么？要学生配合老师，那谁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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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谁是学习的主人？”在于永正老师的课堂上，从来

都没有发生过主体的错位，每一节课他都真心实意地帮

助学生、为学生服务，因为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他也时时

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于永正老师身体力

行地告诉我们：好的教学提升的不仅仅是课堂生活的质

量，同时也是师生个体生命的质量。  

   

“上课之前，我给学生准备好了100顶高
帽子”

2004年12月，在《百家作文》杂志社举办的语文教

学研讨活动中，我在现场听了于永正老师执教的漫画作

文《考试》。在生动的习作指导环节之后，学生当堂即时

完成片段练笔。

我看到于永正老师不时俯下身子，批阅学生的习

作，还时时送上一句句热情洋溢的表扬，“这位同学在

作文中用上了‘惴惴不安’‘绞尽脑汁’等好几个成语，

用得都很恰当，给95分！”“你把四毛的神态写活了，还

写了爸爸的心理活动，给你打100分！”“这个同学了不

得啊，他在写故事时运用了一段生动的人物对话，给你

打120分！”……在这样真诚而热情的鼓励中，学生写

得越来越起劲儿，越来越好。现场听课的老师无不暗

暗叫绝。

在课后的专题讲座中，于永正老师的话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上课之前，我给学生准备好了100顶高帽

子，孩子写作文的兴趣和自信心是老师夸出来的。”从

那以后，我再听于永正老师的课时，会特别留心他是怎

样“夸”学生的。他总能及时准确地指出学生习作中的

闪光点，他的“夸”与其说是一种鼓励，不如说是一种具

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写作指导。于永正老师“夸”学生不

是空泛的一句“你真棒”，而是最准确、最具个性的评

价。他准备的100顶高帽，每一顶都不一样，但戴在学生

们头上却都刚好合适。他经常说“我从不用一把尺子衡

量全班学生”“从不企图把全班学生培养成一个人”。所

以，在他的教室里没有“大家”，有的是一个一个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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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的“人”。 

2008年6月，于永正老师在长春执教《听声音写作

文》。课堂上，他和学生一起模拟生活中的各种声音，据

此指导学生完成习作片段。学生笑声不断，他们说得痛

快，写得畅快。下课了，学生仍意犹未尽，还围着于永正

老师兴致勃勃地发表他们的写作感受。课后，在同听课

教师的互动研讨中，于永正老师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有

意思’远比‘有意义’更重要”。“有意思”指向情感体验，

“有意义”则指向价值判断。对于儿童而言，兴趣是第

一位的，“有意思”是儿童首先关注的，而让儿童由此爱

上写作，唤起其写作的主动性，这便成了最重要的“有意

义”。的确，“有意思”才是儿童生活本身的常态，于永正

老师为儿童作文课程的重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

习作课程聚焦在“有意思”的儿童世界，难怪儿童会在

他的课堂上陶醉其中，乐此不疲。

2014年9月，我去徐州于永正老师的家里探望他。

当时，于永正老师的身体恢复得不错，他高兴地带我到

楼前的小院，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每一棵树的来历。这一

株是弟子送他的，那一株是他自己“淘”来的。这些树

都是他亲手栽种的。有些树喜水，他就两三天浇一次，

有些树喜阴，他就贴着围墙边栽种。讲着讲着树的习

性，自然地就由“树木”说到了“树人”，谈到了儿童教育

问题。

他对我说：“种树要摸清树的习性，培养人更要遵

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只有投其所好，才会成为一个

让学生喜欢的老师。”临走时，我再次跟他请教如何上

好语文课，他没有直接说语文教学的事，而是意味深长

地说：“送给你四个字：善待儿童。”

我仔细揣摩，觉得很有滋味。“善待儿童”，教师才

能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关注儿童学习兴趣，遵循儿童心

理发展规律，尊重儿童特有的真挚的情感，才能激发儿

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于永正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一直坚

持儿童的立场，他理解、尊重儿童，从儿童的角度出发

思考怎样为他们推荐阅读书目，怎样开发口语交际、习作

等领域的课程内容，怎样将他的语文学习延伸至课外生

活的广阔世界…… 

让儿童过上鲜活、多姿多彩的语文生活
2007年5月，于永正老师来到东北师大第二附属小学

讲学。当时，我还是在该校任教的一名语文教师。校长请

他为学校题词，他写道：“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老师要和

孩子相似。”于永正老师说：“不忘记自己是个孩子的人

最容易理解孩子，才能成为好老师。”

在于永正老师的任何一节课上，我们都会见到他的

一个标志性动作：板书时蹲下一个十分标准的马步。一

边写，还一边说：“请同学们认真看老师写字，一定要做

到认认真真写字，端端正正做人。”后来他解释，之所以

蹲马步，为的是放低身段，让学生清楚地看到老师运笔

书写的全过程。同时，在他一笔一画书写的动作中，也会

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汉字的敬畏之心，这会对学生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永正老师通过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动

作把写字与做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写字教育本身就是素质教育，对于培养学生做事

一丝不苟的习惯，提升审美能力、思维品质等均大有裨

益。无论是哪个年级的教学，于永正老师都会用心地

指导学生写字。他在教学生写字，也在教学生做人。从

教50 年，他教着教着，把自己也教成了一个孩子。

“看着我朗读课文”是于永正老师的首创。他说，看

着读，意味着教师的神态、动作等要传达对课文内容的

理解。在备课指导中，他同样要求青年教师也要看着他

朗读课文。我多次向他请教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

要求我朗读一遍课文，之后便是看着他朗读课文。读着

读着，看着看着，我对课文的解读就在原有的基础上有

了新的发现、新的思考，教学也便有了新的切入点、新的

思路。

于永正老师经常说“教师要有素材意识，素材意识

不仅是语文老师的一种职业敏感，更是一种责任”。他

把这种意识比喻成“找米下锅”，老师有了这个意识，就

不会“临时抱佛脚”。

每每谈到这个问题，他就会举出许多生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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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思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 邹进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1，44.

注释：

如指导学生走进植物王国，让学生留心身边的植物，发现

其中的奥秘和乐趣；带领学生走进动物王国，要求学生

经常到动物园去，倾听它们的声音，观察它们的动静；引

导学生关注漫画、歇后语，借此发挥想象力，创编故事，

等等。在作文课上，他经常把生活搬进课堂，也把作文

搬进社会、搬进大自然。于永正老师说：“素材意识来自

对生活的热爱。有爱才能有发现，才能有赏识；发现了，

赏识了，才能有表达的欲望。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对

美妙的声音充耳不闻，表面看来是不会赏识，实质上是

缺乏爱。我爱一切美的事物，我的发现自然就多一些。”

他认为孩子们热爱生活，对生活敏感了，对社会关

注了，学语文、用语文也就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反

复强调教师应引导儿童在生活中学习语文，并运用语文

解决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不断引进生活的源头活水，让

儿童过上鲜活、多姿多彩的语文生活。

    

把对语文教育教学的求索视为朝圣之路
于永正老师经常对徒弟们讲，要善于学习，勇于实

践，更要注意总结。这些年，当我取得成绩时，他会分享

我的快乐；当我迷茫时，他会为我指点迷津。像我这样，

得到他帮助和指导的年轻教师，不计其数。

2008年10月，我当时还在小学任教，出了一本40万

字的书。在第二年的一次教研活动中，我把这本书送给

他。于永正老师接过我的书非常高兴，当他翻看了目录

后，脸色却沉了下来。他说，以后再写文章不要用这样的

题目：“校本课程开发，你准备好了吗”“今天，你感动了

吗”，这样的题目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没有与作者进行

平等的对话。这是文风的问题，也是做人的问题。作者

对读者要尊重，写文章要把话说得明明白白，道理要讲得

清清楚楚。句子要短小，要让人容易理解。他的这一番

话，我终生不忘，时时告诫自己：写文章、做学问不要故

意弄得高深莫测、艰涩难懂。 

于永正老师文如其人，他的文字真诚、平和、有味，

读他的文章就像与一位智者在聊天拉家常。他对自己的文

字要求极其严格，精益求精，一个标点、一个词语都要精

确到不可替代为止。一次，某杂志向他约稿，要求字数在

3000字以内。于永正老师写完文章后字数有点超了，他对

编辑说，你们看着删减吧。几天后，编辑回复：于老师的

文章无一处多余，文字十分净洁，我们没动一个标点全文

刊登。

2017年11月4日，我们一行人去徐州于永正老师家

里看望他。当时的他，虽重病在身，却每天坚持写教育故

事。当大家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时，他笑笑说：“真希

望我还有时间，把这100个教育故事写完……”，他是笑

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眼里却都闪着泪花。

雅斯贝尔斯指出：“真正的教育应获得自身的本质，

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能称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

的技术而已……教育不能没有虔诚之心，否则最多只是

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诚是一切

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

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1] 

于永正老师对语文教育教学的热爱已成为一种精

神信仰。为此，他把自己对语文教育教学的求索视为朝

圣之路。因为心存敬畏，他才始终抱有审慎、庄严的态

度，爱儿童、爱语文教育教学成了他的精神立场。有人把

于永正老师比喻成一味甘草，说他既有药用价值，又能

“调和百药”“解百药之毒”。我想：于永正老师这位性

温、味甘的“甘草”会永久地留存在小语人的记忆深处。

在长远的时间里，他留给语文教育教学非同寻常的带动

意义一定会以新的形式不断地被呈现、传承。 

（作者系吉林省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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