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漪：人 教师 教育家

——读《于漪语文教育艺术研究》感悟

徐晓军

《于漪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一书，从于漪的为人风范谈起。“她正直、敏捷、

纯粹、真诚、厚道；她胸襟开阔，性格开朗，才华横溢……”这是人们对于漪的

认识与评价。这些评价的背后，站着的是怎样一个傲然挺立，永远坚守自己人生

操守的人。对一个想成为“师表”的人而言，没有挺立的人格，没有坚定的信念

是不行的。于漪就是一个有信念，有爱心，甘于奉献的人。

在“简论于漪教学的感染力”一文中写道“她悉心耕耘学生意识、情感的土

壤，指导学生发掘教材中饱含的内在美，立志把人类许多世纪创造的美变为学生

心灵的财富。”于漪能把学生带进一个充满智慧，充满真善美的世界，那是因为

她本身就蕴含着无限的激情。用于漪的话说：“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把火

种偷到人间，使人间有了光明，是因为他心中渴望光明。要使学生感动，首先教

师要感动，要使学生热爱语文，首先教师要对祖国的语言文字一往情深，钻研入

迷……。”文中举了几个课堂教学的例子来展现于漪教学的感染力。一个个生动

的课例中，我看到了于漪饱含激情的教学风格，她的举手投足间都在传达一种感

情的符号，她用自己的热情掀动情感，使学生从容地开放自己的心灵，共同在语

文课上感知语言的魅力。

古人云：“水珠集聚成大海，经历积累成学问”，作为一名优秀的语文特级教

师，于漪老师创造了语文教坛的奇迹，这取决于她良好的素质修养和经过长期坚

持，勤学苦练的本领，以及爱心的奉献和情感的驱动。于漪老师是一位在语文教

学上独具魅力的教师，除了她拥有当好教师的某些天赋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她热

爱教育事业，努力耕耘，潜心研究。她是改行教语文的，一直以“出口成章、下

笔成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她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发现自己在视野、

知识点、课堂实际操作等存在明显的缺陷。由此，于漪老师作了连续不断的努力，

她拼命吸取知识，打好业务底子。她用数倍的功夫，从系统学习语法、汉语拼音、

修辞入手，到文、史、哲广为涉猎；以中外文学史为经线，选读了各个时期有代

表性的有影响的作品，力求早日摆脱知之甚少甚浅的窘境，告别孤陋寡闻，迈向

知之较多较广较深的目标。“天天明灯伴着过午夜”不仅如此，她还要求自己对



重要理论要反复学，进扣一点深入学，拓扩视野广泛学。她把平时学习所得写成

了笔记，并完成了《学海探珠》一书。

于漪老师言：生命的闪光无过于站在课堂上，面对几十双充满求知渴望的眼

睛，我深切感受到我是因他们而存在，是因他们的成长，生命才有意义，才有价

值。

她认为语文教师，首先应该用自己富有语文精神的灵魂去影响学生。语文精

神的实质是“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于漪老师就是让学生懂得爱惜自己，

爱别人，爱一切生命，懂得生命的可贵，生存的价值。于是，她的课堂抛开了审

问与灌输，往往与学生进行一种和谐平等地对话，让其在对话中感知社会与人生，

提升了学生们的精神与情感。在课堂上放弃解剖与拆析。进入文本，与学生一起

感受汉语言的无穷魅力，并沿着“感受—领悟—积累—运用”的学习规律，正确

自如地运用汉语言表达思想，交流情感。只有在深厚的文化积淀面前，一切教学

技巧都会显得随心所欲，又都会显得轻松自如。

法国诗人荷尔德曾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于漪老师就是这样一

位可以诗意地栖居在语文课上的诗意教师，所以她的学生都可以诗意地栖居在语

文的大地上。

于漪老师是当今杰出的教育家，她那“教文育人、弘扬人文”的教育思想深

深地影响了新一代教育工作者。她心怀信念，为了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默默奉献

自己的一切。她曾说过：“人无志不立；人之所以成为人，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

族有用的人，就在于他有‘魂’，有指导自己思想行为的‘魂’。”正是那崇高的

信念驱使她甘于寂寞，甘于清贫，把一切献给学生。她，人格高尚、学识深厚、

思想深邃……我深深敬佩她的高尚的人格，以她为榜样，激励鞭策自己。

于漪老师是一代教学大师，毕生研究语文教学，她那坚韧不拔的意志使她拥

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听她的课，犹如在享受艺术。”“美好和谐的语文课堂心境；

自由、融洽的师生亲情关系；丰富形象的语文教学手段”构成了她特有的教学风

格。她曾对青年教师讲：“生命是有限的，事业是常青的，教师的生命是在学生

身上延续的。教师把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传给学生，使学

生成材。”于漪老师那平凡朴素的话语，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我牢记着大师的

教诲。



作为一名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全面、有序、科学地培养语文能力又是于老

师特别强调的一个语文教育思想。她指出，有一点必须十分明确：语文教师教学

生学语文，引导学生进行语文能力的训练，这是语文教学的主旋律，须牢牢抓住

不放。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培养哪些方面的语文能力，这是于老师几十年

来一直在关注、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她在这方面的主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全面训练，循序渐进，突出“内核”，语、思结合。

她把语文能力的培养分成了三个层次：一是学习和应用能力，这是语文能

力培养的基础；二是具体的语言能力，会读会写会听会交际，这是语文能力培养

的核心部分；三是对生活的认识能力，思考和感受力等，这是语文能力培养的延

伸和拓展部分，是语文能力的“内核”。大而言之，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应该是

内核。正是基于于老师对语文能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所以于老师提出，“语文教

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

语文教学就是要通过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

展。知识和能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这是反映我们学科特点的，是语文学

科的基本任务，但是我们对知识和能力的认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中学语文就

是中学语文，不是以学科为本，不是以某知识为本，而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这

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学生今后不管从事怎么样的工作，都要有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的真本领，即正确理解和正确运用的能力。这样定位，就要淡化原来的很多知识

体系，要“择其要而学习”。所以正确的、科学的、有序的培养语文能力才是全

面提高语文素养的有效途径。

全面训练。于老师认为，训练能力要树立全面培养的观念，不能以偏概全，

以局部代整体。就语言训练而言，听、说、读、写都很重要，不能重读写，轻听

说。不能只注重学习的近期效果，轻视适应社会的长远需要。

循序渐进。于老师很重视能力训练的序列，主张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

简到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他们的知识、能力、智力，来安排科学的序列。

例如，她说：“不探讨科学的序列，教学中有些十分突出的问题很难解决。比如

重复劳动的问题，对某一语文知识小学教，初中教，高中还教。……”突出“内

核”。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虽然以全面为好，但是语文训练又不能过于繁杂琐碎，

得有个重点。哪些应该是语文能力的“内核”呢？大而言之，语言能力和思维能



力应该是内核。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于老师关于语文教学要突出内核和她的

全面培养语文能力的观点并不矛盾。全面培养是为了防止“以偏概全”，突出内

核是为了防止“喧宾夺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语、思结合。于老师最反对进行单纯的语言技术训练，她既主张语文形式

和思想内容不可分割，又主张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相结合，主张把思维训练贯穿

于整个语言训练的全过程。

注重学习兴趣，突出情感教育是于漪的又一个重要的语文教育思想。她满

怀激情的一句话就是“丹心一片是关键”。她说老师心中要有一团火，这团火是

爱祖国、爱学生的激情。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激情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在五十

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于漪老师一次次超越自我，她不顾自己身体健康，背学生上

医院；接手乱班，把学生一个个找回来课……而支撑她的始终是充满胸膛的师爱。

她说：“你对孩子是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孩子心中清清楚楚，

只有把爱播撒到孩子心中，他们心中才有你的位置。”

激发兴趣也是于老师教学的艺术特质。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创新的源

泉，于老师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于老师培养学生兴趣有四点经验：一是课

要有新鲜感；二是课要有趣味性，使学生迷恋；三是要重视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四是增强教学过程中的智力因素，用学生的智力活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于老

师的这些经验是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积累得来的，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兴趣爱

好，培养学生的兴趣一定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取长补短，博采众长，寻找适

当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计

划，完成教学任务。

对于如何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于漪老师提出了几点具体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与学习：主要包括：

第一、课前精心设计，选择好思想、知识、能力、智力的最佳结合点。所

选的知识点或训练点应是在培养学生语文能力、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养方面闪

光的，或辐射，或折射，使课堂教学充满明亮。

第二、课堂教学要有鲜明的节奏。为使课堂教学有鲜明的节奏，于老师还

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剪裁教学内容，突出重点，主次分明，详略得当；

教学过程要疏密相间，有起有伏，形成循序渐进的坡度；多种教学方法穿插运用，



相得益彰，浑然一体。

第三、适当充实课堂教学的容量。课堂的容量怎样才能得到适当的充实呢？

于老师总结出了两条措施：一是从广度上开拓，扩大知识的覆盖面；一是从深度

上探讨，加强学生理解力。

于漪是我国当代语文教育界的一位优秀的代表人物，读了《于漪语文教育艺

术研究》一书，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位思想深邃的教育家精湛的教育艺术魅

力，她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也同样令我深深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