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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好小学语文课》是著名青年教师张康桥15年小学语文教学探索和智慧的精华集萃，全方位阐
述了张康桥的语文教育观、儿童观以及教学实践。
其中有些观点十分独特且深入人心，例如“教学就是游戏”、“儿童是完整的而又具有丰富可能性的
人”、“语言首先是一种精神力量”等等。
这一切凝聚为一个核心——小学语文课，这样的课堂不仅源自丰富的实践，还来自广阔的知识背景；
不仅建立在令人信服的阅历上，还进一步转化为教育教学行为。
小学语文课凝聚的是一种语文教育观，那就是以儿童为本的教学，其中不乏对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精辟
的评沦，当然更有张康桥自己独特的语文教学主张，最为精彩的还是具体的课堂教学，引起广泛关注
和称赞的《林冲棒打洪教头》等，令人耳目一新。
这样的思考、这样的实践集中展现了一个坚定的语文教育探索者的姿态与信念，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
新生代名师富有个性的教育情怀与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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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康桥，江苏省溧阳市实验小学副校长、溧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
省青年骨干教师。
致力于“教师专业发展”、“儿童语文课程”的实践与研究，尝试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研究教师专业
发展，倡导“教学就是游戏”的理念，发表教育学论文近百篇，在全国各地讲学百余次。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好小学语文课>>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价值追问：儿童语文课堂的理性思考第一节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儿童——当前小学语文
课堂教学中的儿童观与思考效率优先下的选择另一种儿童观天生的探究者与理智的方法以儿童的实际
需要为基础儿童是怎样的人第二节　追求有价值的儿童语文教学——我们的语文教学故事与思考语文
应围着儿童的生活转语文是教育森林中的一棵树与儿童的天性合作自主学习是一杆秤有效或许就是化
零为整l思考力决定竞争力第三节　语文是如何促进儿童发展的要保持纯真走进童心让文本成为儿童生
命的一部分将丰富的文化引入语文课堂第二章　游戏隐喻：儿童语文课堂的教学理解第一节　教学也
许就是游戏只有儿童需要的才是高效的——在调查与访谈中感悟“教学就是游戏”回到事情本身——
两种游戏化的批判与新教学思维的运用第二节　童年的价值在于幸福一切游戏都从纯真开始没有规则
就没有游戏游戏是一种充满魅力的活动幸福等于在游戏中成为自己第三节　感悟游戏与教学教学就是
游戏游戏儿童与语文的完美追求（廖巧燕）作为过去的未来（窦桂梅）游戏是人的自由表演（李庆明
）第三章　课例研究：儿童语文课堂的实践建构第一节　让童年与思想结缘——《九色鹿》的文本解
读、教学实录、反思与评论对话：追寻结构的意义——小学、初中、高中语文教师的《九色鹿》解读
把思想点亮——《九色鹿》教学实录建构童年的阅读课堂——《九色鹿》教学反思林中路上的精神相
遇（周益民）第二节　一份儿童心灵的探索报告——《望月》的教学与思索诵读三重境界追求情感与
智慧共生的语文课堂——《望月》第二课时教学实录情智交融的语文课堂（沈火种）实践出情智读写
结合的新思考——《望月》教学实录及点评（王小春）一次有意义的试验与探寻（成尚荣）——张康
桥《望月》教学的启示第三节　儿童应有自己的见解——《林冲棒打洪教头》教研过程与评论童年：
由思抵达诗——第一次课堂教学实录一气贯注的好课（薛瑞萍）——评张康桥的《林冲棒打洪教头》
教学为获得一种敞亮（周益民）学会“悦读”　（彭峰）深度会谈：关于《林冲棒打洪教头》的解读
与设计用自己的眼睛看——《林冲棒打洪教头》的第二次教学实录真实的感动　（侯长缨）“打”出
的教学风格（窦桂梅）——评张康桥的《林冲棒打洪教头》来自网络的评议充分预设的精彩（周正华
）——评张康桥《林冲棒打洪教头》教学第四节　儿童在对话中成长让儿童与崇高建立内在的联系—
—《普罗米修斯盗火》教学与评论情感与文化：语文课堂的两个关键（朱洁茹）儿童在对话中成长—
—《三借芭蕉扇》第二课时教学实录有效对话的一堂好课（郭根福）把做出来的写出来，把写出来的
做出来——苏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习作教学设计与思考第四章　丰厚阅读：儿童语文教师的成长
方式第一节　阅读行动走向建构儿童自己语言的语文课堂——主题教学的突破、问题与建议儿童也把
自己树为完美的尺度——以《风筝》教学为例评北京名师王文丽的教学言说怎样更有语言的韵味——
评江苏省青年名师诸向阳《特殊的葬礼》的教学儿童语文教师的位置——由河南名师武凤霞《船长》
的教学所引发的思考所有的思都是诗——窦桂梅《晏子使楚》的教学评析如何判断教材文本的价值—
—兼评河南名师武凤霞《检阅》的教学第二节　阅读文字爱与生命：童年教育的主题——华德福教育
感悟教育，就是创造精神生命——读《教师人文读本》札记每种优秀都有自己的面孔——名师成长感
悟之一我们面对的是具体的儿童——名师成长感悟之二追求真诚可爱的儿童语文课堂——读《论语》
有感语言首先是一种精神力量——感悟苏格拉底第五章　方便儿童：儿童语文教师的行动指南第一节
　儿童教师真正的儿童教师教师为儿童的成长服务儿童带着自己的目标走向教师多为儿童的成长行方
便第二节　儿童教师与家长、学校追求有价值的分数一个小学语文教师与家长会的故事学会与家长沟
通：教师专业化的重要内容法治也是一种教育理念学校：儿童的心灵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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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格拉底问：在与敌人作战时，我军被包围了，处境困难，士气低落。
　　将领为了鼓舞士气，组织突围，就欺骗士兵说，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大家奋力突围出去。
结果士气大振，突围成功。
这个将领欺骗自己的士兵也是不道德的吗？
那人答：那是战争中无可奈何才这样做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不能骗人了。
　　苏格拉底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当父亲的非常爱自己的儿子，可是儿子病
了，父亲拿来药儿子又不愿意吃。
于是父亲就欺骗儿子说，这不是药，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
你能说这种欺骗是不道德的吗？
那人只好承认说：这种欺骗是符合道德的。
　　苏格拉底又问：不骗人是道德的；骗人也可以说是道德的。
那就是说，什么是道德不能用骗不骗人来说明。
究竟要用什么来说明呢？
还是请你告诉我吧。
　　那人给弄得无法，只好说：不知道道德就不能做到道德，知道了道德就是道德。
苏格拉底听了十分高兴，对那人说：你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你告诉我说道德就是关于道德本身的
知识，使我弄清了一个长期搞不清的问题。
我对你表示诚挚地感谢。
　　“道德就是道德本身”。
这句话与“道可道，非常道”如出一辙，其实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下“道德”有不同的含义。
可想而知，此时“那个人”的心情只能用“莫名其妙”来形容，其实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以
及柏拉图的著作里有许多类似的案例，例如关于“自制是德行的基础”、“守法就是正义”等等。
这些都是典型的苏式教学，后来被人们归纳为由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组成的苏格拉底
教学法。
　　在这一行行文字中，我仿佛看到：苏格拉底天天晃着他的大脑袋，行走在花园广场、街头巷尾，
用镶嵌在扁平脸上的大眼睛斜睨着别人，鼓动着牛鼻子下厚厚的嘴唇，从日出到日落说个不停。
其实他的这张“嘴”有时也挺招人憎恨，甚至被别人痛打一顿，尽管苏格拉底体格强壮但挨打后从不
还手，当然因此也得罪了许多人。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了解言语特点。
苏格拉底主张“尽可能摒弃思想与眼睛、耳朵及身体的其他部分的联系”。
他认为只有依赖心灵的沉思去研究，才能够达到“认识的实在”。
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
所有的语言都要经过心灵省察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语言，如道德、如正义等等。
他不仅孜孜不倦地在街头巷尾滔滔不绝地演说，而且用所有的行动乃至生命来践行自己的“语言”，
这是苏格拉底没说的。
自然，最为经典的是苏格拉底的审判，透过“申辩”，苏格拉底还说了什么？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有许多版本的经典“审判”，色诺芬与柏拉图的描绘我也不知该相信谁的？
如果你相信色诺芬，其实就相信了苏格拉底的平庸；如果你相信了柏拉图，基本上你就相信了苏格拉
底的神圣。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柏拉图有本领粉饰那些褊狭的议论，使之足以欺骗后世。
人们惯以颂扬柏拉图，但不是理解柏拉图。
”这句话正适用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在柏拉图天才的描述下，苏格拉底以一个受崇拜的英雄，一个俗世的圣徒的形象为后世所敬仰。
最近董乐山翻译的美国左派作家斯东的作品《苏格拉底的审判》，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深刻解析了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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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必然性。
顺便说一句，关于翻译的著作，我个人最喜欢董乐山的，凡是他翻译的我觉得都值得看。
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作为“过去的未来”，对于一个非历史专业的人来说，或许只要知道赞成什么就
够了。
　　当美勒托等人准备起诉时，有同情者见他毫不在乎，行为无异于往常，便提醒他应该考虑一下如
何辩护，他回答：“难道你不认为我一生都在做这件事，都在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在实
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吗？
”他的确用不着准备，因为他所有的语言是经过自己心灵省察的，所以在法庭上只要坚持一贯的立场
就行了。
事实上《申辩篇》几乎是苏格拉底一生的写照，固然他说了什么很有价值，但其言语方式更值得品味
，其原因不仅仅是这次审判，却让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失败。
　　在申辩的开始，苏格拉底发言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雅典人”。
这发生在原告陈述之后，原告们的言语方式是基于他们是悲剧诗人（美勒托）、演说家（吕康）和政
治家（安匿托士）的本性，因而其发言是修辞性的，雅典人已经深深地沉浸于修辞美之中，苏格拉底
想必能从民众们的喧哗中听到他们所受的原告的影响。
此时才开始发言的苏格拉底深谙原告们的说话方式的底细和力量所在，因此他一上来便要将自己与此
区别开来：原告们的话说得“娓娓动听”，他们“雕辞琢句、修饰铺张”，却没有一句真话；而自己
却不是他们那种演说家或像他们所言是“雄辩家”，而只是“随想随说”，却句句是真。
这种对照是在精巧修饰的美与未经雕刻的真之间的对照。
这样的话，苏格拉底的陈词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从后面的申辩过程来看，这种不利表现为随想随说的真话难以控制民众的激情，甚至在这种坦诚
中往往包含着某种让人不悦的成分，因而容易被人看成是冒犯。
苏格拉底自知这一点，因而恳请雅典人理解自己陈词的特殊性：首先，这是一个老人的陈词，它“不
至于像小孩那样说谎”，这暗示着那些原告们就像小孩一样在进行胡编乱造；其次，这是一个不熟悉
法庭辞令者的陈词，而原告们显然是精通法庭论辩时的修辞术的。
因此苏格拉底诉诸献辞者和审判官的职责或德性：献辞者的本分在于说实话，而审判官的品德在于“
不论辞令之优劣，只问话本身是否公正”。
　　需要说明的是苏格拉底面对的是由500多名普通民众组成的审判团，最后的判决是票数决定的。
显然，影响审判者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通常的做法是“没有必要说真话，只要让民众相信你是
在说真话就够了”。
苏格拉底并不是不理解这一点，但他一上来就表明自己要站在真实地表达自己这一边，并且他将始终
践行这一承诺。
其实苏格拉底的申辩是很有力量的。
美勒托等人是以“不敬国家的神”和“腐蚀青年”的名义起诉的，我们来看看苏式的“反讽”。
　　他问美勒托：你说我腐化和误导青年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美勒托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有意的。
苏格拉底讥讽道：谁都明白和坏人接触是有害的，如果将自己接近的人引诱变成坏人，自己岂不情愿
接触这类坏人而受害？
明白此理的人还去这样做，精神显然不正常，不正常的人怎会是有意的？
他问美勒托：你说我不信国教，这是说我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
美勒托说：当然是无神论者，所以要向你问罪处罚。
苏格拉底又说：可你还指责我引进新神并因此控告我腐化误导青年，这不是在讲我是有神论者吗？
这样的“讽刺”应该是十分有力的，但引起的却是阵阵骚动、哄笑；他的助产术对于美勒托等人只有
失败，因为在情感上已有许多人拒绝相信苏格拉底。
这也使我们明白，苏格拉底教学法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第一，受教育者必须都有探求真理、追求知识的愿望和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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