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永正修炼半辈子的五大秘诀，教你上好一堂课!

于永正

于永正，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育部“跨世纪名师工

程”推出的首位名师。

如果说 75 岁的他就像“教育武林”中的“老顽童”，那么“五重教学”就

是这位一代宗师潜心修行的思想结晶。

让我们来看看“五重教学”究竟有哪些实用的招式吧！

教了半辈子的小学语文，积淀了五句话：重情趣，重感悟，重积累，重迁移，

重习惯。简称“五重教学”。下面就分别向大家说一说。

一、重情趣

知识是教不完、学不尽的，今天该传授的知识假如缺漏了，明天还可以补，

但是如果学生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没有了兴趣，那么，明天就什么也没有了，自

然也包括能力。

当前的语文教育，尤其缺情趣。



我说的情是什么？一是对学生有情，二是对语文教学有情，对上课有情。

“有情”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关注教材，二是关注学生。课堂教学，

首先是生活，其次才是教学。课堂教学，是老师、学生和教材三者之间的对话。

课前，老师要和教材“对话”，把教材读懂，掌握好，把文章所表达的意思、感

情体会出来，并能通过朗读表达出来。这一环是关键。进入课堂，则是三者对话，

更多的是在教师组织、引导下，让学生和教材对话。这时，关注得最多的不再是

教材、教案，而是学生。教学是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首先是善待学生的艺术，

是在师生之间的“情”中。

什么是有趣？不要以为热热闹闹，戴上头饰表演，做个课件演示演示才算有

趣。这样理解就浅了。

1.用朗读让教学有趣。我每次备课都是先埋头读，什么时候读出门道，读兴

奋了，才肯罢休。老师绘声绘色的朗读也会使语文教学富有趣味性。实践证明，

声情并茂的朗读，会使学生进入文章的意境，给学生一种美的享受。

2.要精心设计教学程序，使其有新异性。哪怕一个精当有意思的提问，只要

出其不意，就会使学生有一种美的享受。

3.要有幽默感。我上中学的时候，不喜欢物理，读师范时却喜欢上了，为什

么？因为教物理的腾老师，说话非常幽默。在教学中，我还学会了用幽默的方式

化解各种矛盾。我以为，幽默也是一种心境，这种心境会使人的心胸宽阔。

情是互逆的，趣也是互逆的。老师爱学生，必然赢得学生的爱。老师的课上

得有趣，必然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的学习兴趣是在知道一点、会一点的

时候产生的，是在越来越明白、越来越会的过程中加强的。所以，在教学中，我

千方百计地让每位学生取得他们能取得的成功，让每个人感觉到成功的喜悦。这

是更重要的方面。

二、重感悟

什么是重感悟？说白了，就是把学习的权利交给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

读书，自己去领会。

悟什么？

首先要悟其义，课文内容要读懂。还要悟其情、悟其法，即体会文章的思想

感情，体会文章的表达方法，悟作者遣词造句的妙处。这是基本要求。



怎样悟？

一个字：读。凡是“告诉”的东西，都比不上“自得”的好。少数语文较好

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得益于看课外书。可是看课外书有人讲吗？

没有；看课外书没有人讲，却能提高语文能力，可见，讲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既然语文教学说到底是一个“读”字，那么在教学中我是怎样做的呢？

备课先备“读”。反复读，读流利，读出感情，读出妙处。备课不等于写教

案，至于写教案，因课而异。对教了多遍的课文，往往只写个提纲，记下新的体

会和方法；新接触的课文，便写得具体一些。但真正掌握课文，读出妙处，不是

三两遍的事。我深深感到，朗读是语文教师（也是其他学科的老师）的一项基本

功。

而到了课堂上，第一件事是指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流畅。做到每个人读通

顺，一部分人读出感情，切不可认为这很容易。每篇课文，我一般都要花费一节

课的时间指导读。做到每个人都读通顺，一部分人读出感情。

接下来做的第二件事是品位赏读，在微观上探究。这一环节最见老师功力，

课上得精彩不精彩，往往就看这里。“微观探究”，最重要的是抓准“要害”，

切不可面面俱到。当然，不能否定必要的讲解。赏读后，接下来的第三件事是要

求把精彩之处熟读成诵（但不一定课课背诵）。

我想说，朗读法是教语文、学语文的根本之法。

三、重积累

我说的积累，不仅是语言的积累，还有生活的积累和感受的积累。小学是学

习语言的最佳期，是记忆的最佳期。在孩子们记忆的高峰期不让他们读、背，后

果是无法挽回的。

怎样做到三个积累呢？

先说语言的积累。

1.教学中要十分重视读和背。

2.重视课外阅读。实验已经证明：只有当学生的阅读量达到了课本的 4.5

倍时，才有可能形成语文的自学能力。

3.做读书笔记也是一种重要的积累手段。叫他们记住：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一定叫他们尝到“甜头”，尝不到甜头，日子久了就更不愿意做了。



再说生活和感受的积累。现在的孩子接触大自然太少，再者独生子女多，人

与人之间接触少，少了一份情。学生生活单调，情感不丰富，再加上读书少，这

势必影响他们的理解。我经常把学生带到大自然中去，带到博物馆去，带到军营

去，带到工厂去，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学生的生活丰富了，感受自然就增多了。

我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教出灵性来。

四、重迁移

语文教学中的迁移主要指的是读的迁移和写的迁移。

读的迁移就是由课内到课外，用在语文课上学到的，去读课外书：一来获得

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二来能进一步丰富自己的语言，丰富自己的感受。

我的做法是：对学生号召，示范，检查，鼓励；对家长，两个字：动员。一

旦学生得到了益处，被书“迷”倒了，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那就意味着养成习

惯了。

但读课外书要引导。

对那些不爱读书的孩子，请家长多买童话和故事情节紧张、有趣的书，以便

吸引孩子。

对粗心的学生，我则常看他们的读书笔记，和他们讨论书中的人物和故事，

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

再说说由读到写的迁移。怎样进行由读到写的迁移呢？

从大的方面来说，我十分重视作文训练。模仿是儿童的天性，是一切学习的

开始。哪些学生可以不指导，哪些学生要做些提示，哪些学生要手把手教，都要

心中有数，做到因材施教。

从小的方面说，根据学习的课文，进行片断仿写。如写一段对话，写人物的

外貌，写一段场景，用几句话把课文的意思概括一下，笔答课后的某个问答题等

等的“小练笔”也是写的迁移。

虽说要“大量读写，读写结合”，但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量要适度，要多

读书。

五、重习惯

小时候，人是习惯的主人；长大后，人是习惯的奴隶。

我谈的习惯，包括两点：一是学习习惯，二是运用语言的习惯。



学习习惯主要指爱读书的习惯，一边读一边想的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

惯（圈圈点点，作批注等），做读书笔记的习惯等。

关于运用语言的习惯，吕叔湘老师有过论述，他说：“在语文教学上，主要

的任务应该是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不能过分依赖老师的分析和讲解。因为运用

语言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养成要通过反复的练习和实践。”运用语言的习惯怎样

养成？“要通过反复的练习和实践”，而“不能过分依赖老师的分析和讲解”。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习”什么意思？就是练习和实践。“学”就要“习”，

只有“习”才能“惯”。

当然，这需要老师的引导、启发、鼓励。对个别学生来说，好习惯的形成很不容

易，开始往往带有“强制性”。宁可采用些强制手段，叫学生暂时有些抵触情绪，

也要让学生养成好习惯。

还有一点，习惯的养成不可忽视老师的影响。晨读时，我常常有意地把我刚

买到的书拿到教室读。有意识地把我的读书笔记放在讲桌上，学生翻看，我佯作

不知。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张天翼童话选》，便带到教室里读。读到有趣的地

方，我故意做出神采飞扬的样子，以引起学生注意。果然，一下晨读课，学生便

围上来，问我在读什么书，哪里买的。第二天，便会有许多人说：“于老师，我

也买到《张天翼童话选》了！”

我谈的“影响”即“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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