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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公平迈出了重大步
伐，全民素质大大提高，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逐步实现。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
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
2010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描绘了未来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
，指明了今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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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笨鸟”这样炼成“名师
敬业·创业·乐业——我的绿化语文之路
一、幸运从教，竭诚敬业
二、恶补学业，安贫乐道
三、挑战“灰色”，“绿化”语文
四、深入绿化，育人为本
五、走进清华，全面绿化
六、终生绿化，乐业之巅
第二部分 解放“考奴”，要靠自己
一、把语文教育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1．《东方时空》课：让语文贴近生活
2．文学精品课：让语文回归审美
3．古典诗文课：让语文汲取国粹
4．班会感悟课：让语文走进学生心灵
5．让学生成为语文教改的主人
一、语文素质教育之我见
1．以培育人格为躯干
2．以训练能力为四肢
3．以追求活力为灵魂
4．以启迪悟性为脉络
三、研究性教学从“我”做起
1．我“学”故我在
2．我“思”故我在
3．我“新”故我在
4．我“行”故我在
四、“绿色作文”概说
1．呼唤绿色
2．以人为本
3．以活为源
4．以悟为魂
5．以真为纲
6．以导为脉
五、“绿色阅读”概说
1．读好书，讲的是要有好的读本
2．好读书，讲的是要有好的读书方式
3．读书好，讲的是读书的效果
六、“绿色文言”概说
七、“绿色鉴赏”概说
1．口诵心惟，投入诗境
2．咬文嚼字，跳出诗境
3．无意插柳柳成荫
4．赏诗功夫在诗外
第三部分 育人为本，以德为先
一、要育“大写”之人
二、育才首抓“成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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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迎考要练“内驱力”
四、代沟架桥先“交心”
五、涵养“大写”之爱
第四部分 除灰布绿，拯救母语
一、以图代赏，以画代析——课堂教学流弊
⋯⋯
第五部分 绿化课堂，生态语文
第六部分 接天莲叶无穷碧
第七部分 新松恨不高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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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绿色作文”人人能写，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好的。
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教师要发挥能动的“疏导”作用：当学生沉迷于“灰色作文”不能自拔时，要苦
口婆心，积极“开导”；当学生徘徊于十字路口进退两难时，要审时度势，及时“引导”；当学生尝
试“绿色作文”取得进步时，要热情鼓励，因势“利导”；当学生在“绿色作文”途中想走回头路时
，要用“绿色范文”，耐心“诱导”；而最大量的工作则是，面对面地给予学生切中肯綮、深入浅出
的具体“指导”。
总之，“导”就像人体的脉络一样贯穿“绿色作文”训练的全过程。
　　也许还有人问：“绿色作文”讲来讲去，讲的都是“题材”呀、“主题”呀、“思想”呀、“人
文”呀，全都是“内容”的事。
为何不讲“结构”、不讲“手法”、不讲“语言”、不讲“风格”呢？
这显然是误解。
“绿色作文”不是只讲“内容”，而是侧重“内容”；不是不讲“形式”，而是淡化“形式”。
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内容决定形式”这个文章学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其次是纠正当前“只重形式不
管内容”的错误倾向决定的。
明明“言之无物”是当务之急，却还在那里不厌其烦地大讲章法、修辞，岂不是重蹈形式主义的覆辙
？
此外，对大多数中学生来讲，谁不能滔滔不绝地罗列些修辞与写作的概念？
但如今的关键，不是如何阐述概念，而是如何运用概念的问题。
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内容之“皮”不存，方法之“毛”焉附？
最后，即使要讲文章的“形式”，也应只讲少数基本方法，以便给学生留有创造的充分余地。
同时，还要多做个别的“面批面讲”，少做一般的“泛泛空谈”，以便更有针对性，更能解决问题。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这种“诗外”学诗的主张，实在是一种“过来人”的最有见地的创作论。
“绿色作文”便是基于这种创作论进行的“文外”学文的尝试，就是要学生通过日常大量的“心动”
、“笔动”、“行动”地训练，练就这“文外”功夫，以健康丰厚的人文修养，恢复作文本来应有的
“纯天然”本色，实现“作文”与“做人”的同步“可持续发展”。
这是教师教学“绿色作文”时万万不可偏离的大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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