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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既具备工具性、物质性、观念
性，也具备人文性、精神性、自足性。关
于这些属性的地位与作用，学界与业界
一直都在探讨。随着对教育科学研究
的深入，人们开始发掘出语文的新属
性——审美性和实践性。

不久前，我读到江苏省卓越校长培
养对象孙长春主编的《鹿鸣河畔的浸润

语文》，这是一本阐释高中语文教师兼
校长的语文思想理念和语文实践行为
的著作。“生活处处皆语文，语文时时现
生活。”作者力求让学生在富有文化味
的氛围中感受独特的语文味，让语文成
为培养学生审美的重要温床。

《鹿鸣河畔的浸润语文》由 4个篇
章构成，每个篇章既独立成块又前后关
联。编者通过精心架构和深度挖掘，再
现了 20年间一方水土教育人的语文情
结，全方位展示了江苏省姜堰第二中学
这所名校的语文生活和语文质态。在
我看来，书中丰富的教学实录和案例，
可称为“有意味的语文美学实践”。

我们在教学中常会遇到这样的场
景：有些高中生经历了 12年的语文学
习，却写不好简单的自我介绍。作为
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该反思，如何让
学生安顿在语文之家，如何让学生领
略和运用语文之美？作者笔下的语文
实践，正是对这些反思的回应，这些丰
富的实践不是课堂的逃逸，而是有意
味的外溢。它让学生感知到语文存在
的另一种形式——生动的具有生活滋
味的实在，学生的所见、所闻、所感都
是形式的一部分，师生都是这一形式
的参与者、构建者和想象的叙述者。

这一形式是主动的、自由的、变换的，
它远离了传统讲授的禁锢，远离了程
式的刻板，让学生像鱼儿回归江河湖
泊，回归自我与他者美学互动的纯粹
过程。

有意味的实践不仅体现在形式上，
还体现在美的历程中。很长一段时间
以来，我们的语文教学更多地使用抽
象、凝固的符号，一次又一次刷题，一篇
又一篇分析，一堂又一堂灌输，在不知
不觉中掏空了学生生活的原浆。在语
文学习中，如果没有欣悦的发现，没有
美的达成，那么到头来，学生依旧下笔
无源，纵使拼接成文也味同嚼蜡。

作者主张的外溢的课堂，将语文
课上的形象回归到自然的物化状态。
这种物化还原是很有必要的，倘若语
文长期悬浮于生活，那么“杨柳依依”
换成“松柏依依”也就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杨柳与松柏物性的辨识度，就不
能准确指向杨柳松柏文学形象、文化
隐喻的物质属性。活态的物化形象，
展现了活化的物象诗意，进一步活化
了语文的生动之美，它让学生对美的
期盼、美的创造有了根性的生发。杨
柳物象的活化或许只是某个景物在脑
海中瞬间的徘徊，但其背后的美学意

蕴却可以影响学生一生。这种诗意的
点燃，正是语文美学的终极目的，学生
由此懂得欣赏美、创造美、分享美。从
这个意义来看，作者的外溢课堂实践
就更加意味深长了，既可以作为语文
美学、语文诗性及其物化—活化—内
化运行机制等形而上的分析与归纳，
也可作为语文形式、方法、策略等形而
下的观摩与探讨。

外溢课堂在应试教育的语境下何
以可能？我以为，这既归功于作者深厚
的理论学养、智慧的语文探索，还得益
于姜堰二中几代人持续构建的大文化
场域。他们自觉承接本邑“泰州学派”
人人皆圣人、处处皆学问的乐学思想，
实施本真教育行动。姜堰二中校园内
设有乐学堂、越剧史料陈列馆、艺术馆、
悦微书吧、本真教育研究所、乐学红楼
社团等，校园里每个物件都成为教育教
学的话语者。阔大丰富的人文景观，使
得作者能够挥洒自如地与学生一起种
理想树，观杨柳扶风，听鹿鸣河逝者如
斯的喟叹……

外溢课堂清新而梦幻，给予读者无
限想象。读完全书，我感慨颇深：语文
课堂，需要更多像这样有意味的语文美
学实践。

临近八一建军节，我们驱车前往
邳州市四户镇，探访一位参加过抗美
援朝战争的老兵。

在村口，一行人下了车，在四户
镇党委孟书记的带领下前往老人的
家。院子不大，有两间小屋，一棵银
杏树矗立在西边院墙正中央。

老人近 90岁高龄，耳朵听不太
清了。他坐在椅子上，穿着简单，手
拿蒲扇，面对我们一行人的登门拜
访，略显局促。他独自一人生活在
这面积不大的小院里，带着那份被
珍而重之埋藏在心底的记忆。抗美
援朝战争胜利后，老人回到家乡，在
这个小村落里，静静守着自己的记
忆，70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孟
书记在老人耳旁大喊，说明来意，老
人露出笑意，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欢
迎我们。

我们在老人家里围坐一圈，那些
尘封于记忆中的往事从老人口中悠
悠吐露。炎热的夏天，在老人一字一
句的回忆中，我们仿佛感受到当年长
白山（朝鲜称为白头山）刺骨的寒风，
见证了那场覆盖一切的无边大雪。

他说，“刚开始后勤不够，吃的也
不够，只有冻硬的土豆，饿了只能
忍着。”

他说，“敌人的飞机扫射得厉害，
我们只能晚上运输，而且不能开灯。”

他还说，“朝鲜那边很冷，大雪都
没过人的身体。”

血与火铸就了老人的青春。他
在我们这个年纪时，在战场上亲历死
亡与炮火，也在战争的熔炉中淬炼出
铁的意志、铁的精神。那些令人动容
震撼的故事，对在场的每个人而言，
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一场卫国之战，许多战士永远
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大雪下。每每
提到战友，老人总是神情肃然……
抗美援朝，这是一场真正的立国之
战。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
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
方的宣言书，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爱国主义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一切困难、战胜
一切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祖国和人
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他们的行动准
则。他们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用自己
的鲜血和生命，为祖国和人民铸就了
胜利的血肉长城。

此刻，我们重访健在的志愿军战
士，倾听、对话、感悟、重温……一次
次走近他们，一次次触摸他们对党、
对国家、对人民的那份坚定如磐、永
不褪色的忠诚信仰。

他们曾经年轻，他们也将永远年
轻；他们的故事永不落幕，他们的精
神生生不息。

永不落幕
的传奇

■郭子琪

行人生 板

有意味的语文美学实践
■曹洋

看园丁 台

一个教师的成长主要靠课
堂。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育
科学研究所所长成尚荣曾说，
教师要把课堂当作一块跳板，
向上腾跃；当作一块试验田，不
断播种而且有新的收获；当作
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舞台，充满
无限的创新激情、不断开拓的
创造空间。反之，如果教师仅
仅把课堂视作每天的工作任务
甚至是负担，那就不可能得到
成长，也很难体会到成功的收
获与喜悦。

讲台即舞台，课堂亦人生。
回想自己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岁
月，我为了每一次授课昼夜思
忖、精心打磨，这是一种自己对
自己的“不放过”，也是一次次
教学视野的突破、一次次专业
能力的蜕变。我从乡村小学起
步，经历了自学考试的历练，经
受了初中课堂、高中课堂的淬
炼，把每个阶段的课堂都当作
人生的舞台，跳好独特的舞步，
将自己的快乐传递给每个
学生。

教学不是重复劳动，不该
原地踏步，教学内容应常教常
新。教师可以在常态教学中
精选那些自己感兴趣、有一定
研究的教材内容，打造出属于
自己的课堂精品。如同一个
厨师有几个拿手好菜，一个歌
手有自己的成名曲，作家有自
己的代表作，教师也应该有自
己的课堂精品。课堂精品就
是教师专业成长道路上的里
程碑，能够帮助自己在课堂上
更快成长，在讲台上更有成
就感。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要想使一个教师
有成就感，有幸福感，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让
他走上教育科研之路。中小学教师事务繁多，
但千万不能把自己掩埋在事务堆中，我们不仅
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每天的教育教学
是教师的“规定动作”，但一个有追求的教师，
应该有自选动作：自觉自愿地参与教育科研，
在日积月累中凝练专业发展的成果。脱离了
课堂与日常教育教学的科研是无本之木、无源
之水，而没有教育科研成果的教师也很难在专
业上更进一步。

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多指向具体问题，
无论主题大小，能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不简
单；能把平凡的事情做成，就不平凡。放开眼
光，只有在日常教学中开出教育科研之花，方
有可能结成专业发展之果。

一个优秀的教师应当把学生的学习与成
长摆在首要位置。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
教师要不停地提高自己来教好学生。教师当
然可以有所追求，也可以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
功，但倘若脱离了课堂与讲台，忽视了学生成
长，远离了学校发展，汲汲于个人名利，那就背
离了教育的初衷。

教师应当把个人的成功建立在学生成长
的基础上，从学生身上反观自身教育教学的质
量，以自己的进步与提升推动团队建设与共同
进步。学生有成长，学校有发展，教师个人与
团队才有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作者系苏甘共建结对帮扶学校甘肃省酒
泉肃州中学副校长）

《鹿鸣河畔的浸润语文》
孙长春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共好书 赏

透明的翅膀
■王优

前不久，我偶然翻开《秋园》这本
小说，看完深受触动。这是一本巴掌
大的小书，也是一本女儿向母亲致敬
的小书。

作者杨本芬的写作场景，也让人印
象深刻。由阳台改建成的厨房，不过5
平方米的小小空间，除了水池、灶台和
料理台，连一张桌子都放不下。每天忙
完一日三餐，60多岁的她就坐在矮凳
上，以高凳为桌，在一沓白纸上开始写
关于自己母亲的故事。那一边，“洗净
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汤在
炉子上滚沸，抽油烟机在轰鸣”。

在《秋园》中，我读到的是两代女
性生生不息的坚韧，感受到的是阅读
和写作带给人的巨大力量。读完全
书，阳光透过窗棂将光斑落在书页上。
光影交错间，文字仿若潭水里的游鱼，
影布石上，空灵静谧。

杨本芬曾不无遗憾地说，自己一
生都渴望读书学习，但这个心愿始终
没能很好地实现。作者的经历让我联
想到自己的小时候，我或许比作者要
更加幸运一些。

我从小酷爱阅读，这来自祖父潜移
默化的影响。闲暇时，祖父膝盖上总是
摆着一本书。听父亲说，祖父本是乡村
教师，肚子里有些墨水，字写得极好，还

做过文书。后来，生活有了变故，他改
做裁缝，在裁裁剪剪中连缀缝补破碎艰
难的日子。最终回归农人本分，与泥土
打交道，同庄稼相厮守。劳作之余，他
粗糙的手捧起泛黄的书。简陋的瓦屋
里，靠近大门的椅子上，捧着书的祖父
安安静静，仿佛一幅静物画。

我常常被这一场景打动。不知道
书里究竟有怎样神奇的世界，让祖父的
面容如此沉静，以至于全然忘却了现实
的疲惫烦恼。这样的好奇吸引着我，引
导我走近祖父，走进祖父的闲书。

祖父读书很慢，一本书常要看很
长时间。他爱坐在客堂的竹制凉椅
上，无论冬夏。冬天常垫一棉垫或是
旧衣，椅下搁一火盆；夏天便执一把蒲
扇，偶尔摇摇，驱赶嘤嘤细蚊与炎炎暑
气。有时，他会在凉椅上睡过去，仰
头，微张着嘴，鼾声渐起。书横于腹
上，间或滑落于地。

这些书基本上是借来的。传来传
去，厚书被翻得越来越厚，越来越旧，
有些已经残缺，祖父依然爱不释手。
有时候，看了上部没下部，祖父会和我
讲书里的某个情节，推测接下来故事
的走向。无论我编造出怎样的情节，
祖父总是颔首点头：“嗯，有可能。”当
我说出对某个人物的看法，祖父常不

置可否，只微微一笑，细细听我诉说稚
嫩而鲜明的爱憎。这个世界不是非黑
即白，这样的道理，多年之后我才明
白。这些书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一
点点丰富着我贫瘠的童年和想象。

那时候，可读的书非常有限。一
切可看之物，课本，杂志，连环画，甚至
家里包面条的一小张旧报纸，于我而
言都是宝贝，总要翻来覆去地看。我
常常借书来读，借来的书，要飞快看
完，在规定的时间内归还。借来的书，
读得认真，记得也牢。对某些词句特
别喜欢，我就模仿着用，作文自然写得
好。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
课堂上念，那时我快乐得如飞鸟投林，
游鱼入海。

长大后，有一段时间我渐渐远离
了书籍，揽镜自照，方觉内心荒芜而潦
草。于是重拾书本，回归阅读，在文字
中寻求安静与力量。一个静谧的午
后，我偶然看见一个女孩坐在校园的
树下阅读。阳光暖融融的，黄葛树的
嫩叶鲜得滴水，小雀子叽叽喳喳，跃来
跃去。她捧着书本，微微低头，仿佛周
遭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在我的眼中，
那个捧着书本专注阅读的女孩，好像
在一瞬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
世界里，文字成为她透明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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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鹿鸣河畔的浸润语文》有感

（上接第1版）
“心佑江苏”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

开各部门的协同创新。今年 4月，省教
育厅、省卫健委联合发布《关于在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中开展先天性心脏病免
费筛查与救治工作的通知》，在全省层
面全面推进筛查与救治工作。随后教
育系统、医疗系统联动聚力，省学生资
助中心会同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快速推
进，市县各级学生资助中心精心组织周
密安排，各级教育部门协调当地相关部
门共同实施，重点统筹学校卫生管理、
学生资助管理力量，共同做好区域内各
相关学校的前期部署、项目准备、过程
组织、后续完善、科普宣传等工作。

“常州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市慈
善总会今年 5月成立专项工作组，联合
开展‘医教同行 常爱童心’先天性心脏
病免费筛查与救治，计划从 5月至 8月
完成首轮工作，后续根据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新增情况不定期实施。”据常州
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袁丽娜
介绍，该地区具体筛查救治工作由常
州市儿童医院负责，项目筛查费由常
州市慈善总会承担，救治费主要来源
为常州市慈善总会募集的善款，不足
部分由专项工作组协同常州市儿童医
院共同筹集。

去年 8月荣膺江苏“时代楷模”的
南医大二附院“心佑工程”团队，是“心
佑江苏”项目顺利开展的技术保障和

关键支持。团队数十年如一日，将各
方力量凝聚在一起。“发起‘心佑工程’
的初心，实际上来自一个很朴素的想
法，就是‘不要让孩子们输在健康起跑
线上，更不要让有这样孩子的家庭回
到贫困线以下’。”南医大二附院副院
长李庆国表示，“希望通过医教同行创
新路径，摸清我省学生因疾病致贫的
现状，分析学生疾病致贫的表现形式
和形成机制，推动学生的健康成长，为
巩固全省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
兴提供决策参考。”

双向奔赴，助力成长

针对休学在家的学生，定制个性
化帮扶方案，送教上门；定期对手术学
生跟踪检查，提供科学、实用的家庭康
复训练指导；积极协调新华书店送去
教材教辅、经典书籍，让学生感受来自
社会的关怀与温暖……为进一步帮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在开展

“医教同行 心佑泗阳”项目时，泗阳县
坚持资助和育人深度融合，从学校、医
疗、社会三方面积极落实术后关怀措
施，为手术学生提供针对性、持续性关
怀服务，帮助他们早日摆脱困境。

除治病救心外，“心佑江苏”项目
还关注先心病学生的身心健康。据了
解，为了在项目实施中遵循“无痕资
助”原则，避免筛查对象“标签化”，防
范“病耻感”，各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学校、医院在家庭
教育指导、心理关爱、康复支持等方面
联合做好相关工作，严格保护含健康
状况、心理活动、医疗信息等内容的医
学隐私，维护好学生及其家庭的合法
权益，在保障学生接受治疗的同时，促
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我们在筛查过程中发现，有一大
部分学生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不需要
手术，如卵圆孔、小于 5mm以下的房缺
等，家长知道后过于担忧，总是会不断
地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咨询和检查，耗费
了不少精力和财力。”南医大二附院心
血管中心主任邵峻表示，针对这类问
题，团队在与省学生资助中心以及县教
育局沟通后，决定通过各个学校的校医
来普及相关知识，消除家长的疑虑。

通过三地试点工作的开展，“心佑
江苏”项目梳理了先心病从筛查、复诊
到治疗、关怀的全部示范性工作流程，
为全省 80万中小学生和幼儿全面实施
先心病免费筛查救治奠定了基础。截
至 2024年 6月，“心佑江苏”项目省级层
面已先后在滨海、泗阳、灌云、如皋等 4
个县（市）开展，共计筛查学生 6.3万人，
确诊先天性心脏病 847例，需手术治疗
274例，已免费手术救治并康复 55人，
部分学生正在或将陆续接受治疗，实际
募集社会救助资金逾 200万元。“心佑
江苏”项目在实现救助患病学生、消除
校园风险隐患、支持医学研究、吸纳公

益资金等多重目标基础上，通过集中科
普、班队活动、个别化教育等，在学校中
营造明理、友好的文化环境，破除病耻
感，帮助学生学会困境中的自助与
他助。

医疗教育跨界合作，为先心病救治
工作提供全新视角。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体改处处长刘益兵表示，儿童优先是
医改一贯遵循的原则。目前，“心佑江
苏”项目医疗团队还从研究视角入手，
利用积累的一大批有价值的医疗数据
开展儿童心脏病发病机理等研究，为公
共卫生领域形成原创性科研成果、推动
更多人群的普适性治疗奠定基础。

省教育厅副厅长吴昊指出，“心佑
江苏”项目是江苏实施发展型资助工
作的重要举措，在全国开创了资助和
医疗相结合的发展型资助育人新模
式。江苏将把这件有益于学生、有益
于家庭、有益于科学、有益于社会的事
坚持做下去，全力推进“精准资助、资
助育人”双重任务，逐步构建起保障与
发展并重的一体两翼学生资助江苏模
式。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希
原表示：“希望江苏把这件防范和化解
学生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好事做
好，做出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
果，在全国能起到示范引领和辐射带
动效应，进一步提升受助学生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推动学生资助工
作高质量发展。”

医教同行，点亮“心”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