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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钱梦龙　　李镇西老师嘱我为他的这本集子写序，本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加以与
镇西非比寻常　　的友谊，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但读完了他的全部教学实录，要动笔时，却犯了难：镇西的　　课是没法按一般的“评课标准”分析
评价的！
它们上得太随意，有太多的“不期而遇”和“　　无法预约的精彩”；只觉得处处可圈可点，却又不
知圈点哪一处才好。
它们完全不像通常看　　到的“好课”那样，显示着设计的匠心，看得出刻意的雕琢。
它们就像一道山间的泉水，从　　高处一路自由自在地流泻下来，曲曲折折，琮琮琤琤，随物赋形，
无羁无碍。
这样的课，实在说不上什么“法”、什么“式”，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是“此中
有真　　意，欲辩已忘言”的潇洒。
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至少是镇西正在追求的一种空灵的境
界吧?　　据说，在一些语文老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听课要听李镇西。
”我没有听过镇西的　　课，这是一大憾事；但是从这些教学实录中，我仍然不难感受到镇西在课堂
上那份挥洒自如的从容，那些灵光一闪的机智和幽默。
听这样的课，确实是一种艺术享受。
 我想，很多语文教师都把能够听到镇西的课视为幸事，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我又想，如果听课的老师只想到镇西的课上去“讨”一点技巧，“搬”一些招式，恐怕会无功而
返的。
镇西的课，似乎很容易学，你看他每教一篇课文，无非是这样几大步：（1）学习字词；（2）学生交
流读后感受；（3）学生质疑、讨论、解疑；（4）老师谈自己的体会，与学生共享。
这种再简单、再朴素不过的“流程”，几乎在镇西执教每一篇课文的过程中重演着，任何一位听课的
老师都不难“学到手”。
但镇西的课堂教学艺术又是最难学的，难就难在它不加雕琢的朴素，这使一切形式上的模仿都归于徒
劳。
镇西的同事魏智渊老师说过一件事：有位语文教师一心想学李镇西上课，却屡试屡败，过度的焦虑使
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竟至于发了疯。
这个令人感慨的实例，正好提供了“学李镇西难”的佐证。
　　这样说来，李镇西的教学艺术就是无法学习、不能推广的了吗?　　假若这样想，那就大谬不然了
。
　　教学作为一门艺术，正如任何门类的艺术一样，在艺术现象背后总蕴涵着某种对艺术家的创作起
支配作用的艺术法则，即使是最怪诞的西方现代绘画，也不能不受色彩和体积感两大因素对立统一法
则的支配。
我们听镇西上课，若能透过其异彩纷呈的教学艺术表象，追寻其教学思路的轨迹，就不难发现他的教
学异彩纷呈的根本原因。
这根本原因，就是规律，就是对镇西的教学艺术起支配作用的基本法则。
　　学李镇西，就要学习他的根本，学习支配他的教学行为的思想、理念、教育价值观，而　　不是
徒袭皮毛、仅求形似的仿效或移植。
白石老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 这话同　　样适用于学习李镇西的教学艺术。
　　任何一本关于教学论的书都告诉我们：成功的教学必定是目中有“人”的教学。
镇西的过人之处，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就在于此：“人”不仅在他的“目”中，而且进入了
他的“心”里；不仅进入了他的“心”里，而且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他的教学中的所谓“随意”，不是那种随心所欲的放任，而是对一切束缚学生个性、漠视学生权利、
不利于学生发展的“规范”的藐视和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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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很功利”的，一切教学行为都是为了学生发展的“利益”。
在他心灵的那杆秤上，无论怎样“高深”的理论、无论怎样“必要”的规范，都必须服从、服务于学
生发展的“利益”；如果这些理论、规范对学生的发展不利，它们便是无足轻重的伪理论、应该推倒
的死规矩。
在学生发展的“利益”普遍被漠视、被剥夺的今天，镇西的教学中那些“出格”的行为，就显得格外
可贵，也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且看镇西怎样教《祝福》：原定3课时结束，可是学生的精彩发言此起彼伏，直到第三课时快下
课时，镇西还没有捞到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怎么办?是坚持自己的课时计划及时“刹车”，还是坚决
维护学生的话语权?镇西选择了后者。
为此他不得不临时改变课时计划，将3课时延长为4课时。
这在严格遵守教学规范的教师看来，无疑是一处明显的“败笔”。
但镇西是怎样想的呢?他说：“尊重学生，这不是一句空话。
当学生的思想正在熊熊燃烧时，教师不能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扑灭学生的思想火焰。
”　　这就是李镇西！
　　第四堂课的处理更是出人意料：你听他侃侃而谈，从旧礼教杀人，谈到今天新礼教对人的思想的
扼杀，整整一节课，除了少量的师生问答，基本上是他的“一言堂”。
如果请某些专家评课，这样的课就恐怕不仅是“败笔”，简直是教学的“致命伤”。
有的地区评选“优质课”，不是硬性规定凡是教师的“讲”超过15分钟就“一票否决”吗?一贯尊重学
生自主权的镇西为什么敢如此大胆，公然挑战语文教师普遍遵奉的金科玉律?镇西的回答是：“怎样有
利于引导学生的思考，怎样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感情，怎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智慧，怎样有利于学生走
进作品，走近作者，走进鲁镇，进而联想到今天的时代，甚至联想到自己，我就怎样上。
”一言以蔽之：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利益！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李镇西。
　　一个心里真正装着学生的李镇西。
　　一个有信念、有追求、有胆有识的李镇西。
　　谓予不信，有他的全部教学实录为证。
　　是为序。
　　2005年8月24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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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镇西老师17个经典课例，每个课例包括课堂实录与反思等部分。
第一人称的写法，将课堂发生的一切有意义的场景、对话、课堂智慧、作者当时的所思所想等一一娓
娓道来，可谓是原汁原味的课堂，读者如身临其境，当能得到最多的信息，从而引发深入的思考。
本书为全新封面的第二版，裨补之前的缺漏，部分篇目进行重新反思，理念有所更新。
著名教育家钱梦龙，著名特级教师程红兵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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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镇西，1958年生。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
198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四川乐山一中、成都玉林中学、成都石室中学、成都盐道
街中学外语学校担任班主任兼语文教师。
2003年6月于苏州大学获教育哲学博士学位。
曾短暂担任成都市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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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版序教育人生：不断地“修订”与“再版”序一/钱梦龙序二/程红兵自序　细思碎想1　为什么说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孔乙己》教学实录与反思2　“您喜爱的座右铭？
怀疑一切。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教学实录与反思3　走进朱自清的世界——《荷塘月色》教学实录与
反思4　用感情融汇感情，让思想碰撞思想——《冬天》教学实录与反思 5　欣赏与质疑——《世间最
美的坟墓》教学实录与反思6　“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8226;长沙》教学实录与反思7　和
学生一起沉醉——《再别康桥》教学实录与反思8　温馨的记忆——一次作文评讲的教学实录与反思9
　热血在燃烧——《赞美》教学实录与反思10　叩问爱情——《致女儿的信》教学实录与反思11　“
礼教”何以“杀人”——《祝福》教学实录与反思12　“生活在恐惧中”——《装在套子里的人》教
学实录与反思13　迎面吹来凉爽的风——《边城》教学实录与反思14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荷花淀》教学实录与反思15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教学实录与反思16　和学生一
起平等地研读——《山中访友》教学实录与反思17　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一碗清汤荞
麦面》教学实录与反思附一　听李镇西老师讲课有感/魏智渊附二　真正的“教书匠”/陈启艳附三　
寓爱于教，大道自然/孙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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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说：“刚才几位同学谈了他们对孔乙己形象的理解，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
现在，李老师把自己的理解也抛出来。
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供同学们参考。
”　　我一边出示投影片，一边解说：“我从课文第四段和第五段中了解到，孔乙己刚出场时，动作
是‘站着喝酒’，还有‘排出九文大钱’——注意这个‘排’字，特别传神。
我这儿不作详细分析，但可以作个比较。
你们以后读高中时要学鲁迅的另外一篇小说，叫《阿Q正传》，里面写到阿Q到酒店是怎么付钱的呢
？
‘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
打酒来！
”’而孔乙己呢，是一枚一枚地‘排’。
这不同的动作神态，显然反映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
好，我们接着看，身材‘高大’，这刚才同学们都谈到了。
脸色是‘青白’，衣着是‘长衫’，语言是‘之乎者也’、‘争辩’。
遭遇呢？
可以从‘伤痕’上看出来。
这里的‘伤痕’不仅指肉体上的，还指——”　　同学们说：“精神上的伤痕。
”　　“很好，还指精神上的伤痕。
”我说，“现在，我可以对孔乙己作这样的概括——孔乙己是一个困窘落魄而又自视清高、死要面子
而又被人嘲笑欺凌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形象。
总之，孔乙己是一个弱者的形象。
”说着，我在黑板上板书——困窘落魄而又自视清高、死要面子而又被人嘲笑欺凌的下层知识分子的
形象 我继续分析：“这是小说开始时，为我们展现的孔乙己的形象。
作为一个社会的弱者，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请同学们继续看小说后半部分几个自然段的有关描写，看一看孔乙己在身材、语言、脸色以及其他方
面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同学们默读，思考，小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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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据说，在一些语文老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听课要听李镇西。
”我没有听过镇西的课，这是一大憾事；但是从这些教学实录中，我仍然不难感受到镇西在课堂上那
份挥洒自如的从容，那些灵光一闪的机智和幽默。
听这样的课，确实是一种艺术享受！
 我想，很多语文教师都把能够听到镇西的课视为幸事，不是没有原因的。
　　——著名语文教育家 钱梦龙　　读《听李镇西老师讲课》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李镇西的课与李镇
西的文字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我似乎很难用几个形容词来概括，我的直感是李镇西的课是他自己的课，是他的心灵、他的思想、他
的情感、他对课文的理解、他对生活的认识与学生碰撞之后而生成的课，他的课带有他鲜明的个性特
色。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 程红兵　　李老师的课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无非是这样几大步：学习
字词——学生交流读后感受——学生质疑、讨论、解疑——老师读自己的体会，与学生共亨。
这是多么的简单！
没有繁杂的课件，没有过多的讲解，没有太多的花架子，也没有吸引眼球的新形式，一切都是那么简
单，一切都是那么朴素，使我们很容易地就想到这就像咱们平时上的家常课！
　　——网友 小桥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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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听李镇西老师讲课（第2版）》为全新封面的第二版，裨补之前的缺漏，部分篇目进行重新反
思，理念有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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