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冯老师承担了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
务。尤其是看到“全日制研究生缺乏实践平台”“非全日制
研究生没人管、培养缺过程性”等问题，他创造并实施“1+
1手拉手协同培养”机制，将在职研究生和全日制研究生
组织起来，每月搞两次“学术沙龙”或“联合教研”，促使“教
学研”一体化，他所指导的全日制学生考上编制，论文获
评优秀的不计其数；非全日制学员纷纷被评为省特级教

师、正高级教师、骨干、名师、学科带头人、教坛新秀。
如今，冯铁山专注于“诗意德育”和家风研究，他

认为这是在“立德树人”教育大命题下，让学生提升德
性、行稳致远的关键，这两年他每年参加家庭教育公
益讲座数十场，带领本科生、研究生参与家风文化的
调研整理，他希望通过“诗意教育”，让更多家庭受益，
让更多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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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省内外语文教师慕名听课
学生称他是“最不愿放下的诗和远方”

“宁大蒋勋”让“诗意”走进课堂

这是温州东瓯中

学语文教师陈瑞丽写

给冯铁山的一首诗。

冯铁山是宁波大

学 教 师 教 育 学 院 教

授、教育学博士、硕士

生导师，是语文课程

与 教 学 论 学 科 负 责

人。

简单讲 ，他是培

养教师的教授，专注

研究的是如何焕发语

文这门学科的诗意魅

力。从教30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从传统文化

中汲取教书育人的灵

感，打造“诗意语文课

堂”。他出版《诗意语

文论》《诗意语文案例

教程》等多部学术著

作，主持完成诗意德

育、诗意语文等国家

社科基金、全国教育

科研课题20余项并获

得多个省级奖项。

在他的影响下 ，

一个个普通教师成长

为正高级、省特级教

师、省市教坛新秀；他

的 学 生 把 “ 诗 意 语

文”带到中小学校，带

进千万家庭，让孩子

成长的脚步更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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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游玉增

陈瑞丽是温州东瓯中学的语文教师，两年前一次
培训让她接触了冯铁山教授的“诗意语文”，“近视眼
镜丢了三个多月，本来不想去配，听完冯教授的第一
节课，赶紧跑到宁大门口配了副新眼镜。”陈瑞丽说她
害怕漏掉冯铁山教授的每句话。

五天的培训，她特意坐在教室第一排正中间，拍
了300多张PPT，记了整整一本笔记。

“他旁征博引，温文尔雅，每句话带着诗意的盎
然。”陈瑞丽说，冯教授教育老师们不要大声吼叫学
生，要用雅言导入课堂，慢慢滋润学生的心灵。

“他说，学生的粗鲁是被老师吼出来的，学生的德

行是老师的雅言雅行滋润的。”陈瑞丽把冯铁山的“诗
意语文”带回温州东瓯中学，学生的写作水平有了质
的飞跃，“我相信，孩子们的内心被诗意写作打动了，
我还试着把诗意写作的方法活用到文言文教学、阅读
理解教学当中，效果也很明显。”

记者听完冯铁山教授的讲座，和陈瑞丽的感受别
无二致，他温言细语，不徐不疾，听不出半分焦躁，他
对古诗文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遣词用语贴切生动，情
真意切，但针砭语文教育时弊的时候，切中要害又不
乏幽默，让人会心一笑却又不觉得刻薄，颇有中国台
湾作家蒋勋的风范。

很多人慕名听课，他是语文教师心目中的“男神”

久久地凝视/一朵花/你就会变成/一只蝴蝶//久
久地浸润/典雅语言世界/你就会化作/生命兰溪里/一
条永不老去的魚

这是冯铁山写的教育诗。诗歌，是冯铁山做人做
学问的“活水”，也是他和学员、师生交流的“语言”。他
读诗，写诗，从诗歌中寻找为人处世的风范，更从诗歌
中找到语文教学的“密钥”。

30年前，冯铁山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湖南省株洲县
一所乡村中学当高中语文老师，乡村孩子使用的大多
是粗言俚语，遇到古诗文更觉“佶屈聱牙”。冯老师改
传统的“串讲翻译”教学为“生成演绎”教学。

比如教李白的《赠汪伦》，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会
迅速地把这首诗化用为“当你离去，伴着我的歌声。/
从此，你将一去千里。//你说，我的情意有多深？/请

看，看那桃花潭水。”等等，这一探索提高了学生古诗
文学习能力，冯老师所任教的班级语文成绩超过省重
点、市重点中学，被当作英模在各镇区进行巡回讲用，
荣获当地人民政府和教育系统颁发的“立功”和“嘉
奖”表彰。

之后，冯铁山又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进入
高校工作，后又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博士，从教师到
专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探索“诗意教学”。

他把古诗文教改经验与“传统诗教”对接，挖掘、
整理、发展为“新诗教”，申报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
划课题并成功立项。以自己所在高校的附属小学作为
研究基地，推广到广东、湖南、浙江、贵州等地。读博期
间，将自己主持完成的“新诗教实验”提升为“诗意德
育研究”，获批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从老师到专家，他研究“诗意教学”30多年

一提到诗意，很多人以为开口闭口“之乎者也”，
其实不然。

“我们说的是汉语，学的是语文，习得的是修
养，功用在于交流，交流的水准取决于做人的品质
与思维、学识、文化等要素修养的水平。”冯铁山告
诉记者，他所倡导和推广的“诗意语文”是辩证的处
理语文教学与立德树人的关系，把哲学中归真、求
善、至美的传统，通过“德言同构”的演绎方式，引导
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相遇未曾遇见的最美的自
己。

冯老师倡导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应该成为雅

言的代言人，通过雅言才能雅心，进而成就学生的雅
容和雅行。冯老师这样教育学生、徒弟，作为“师者”，
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

“我每接一个班的课程教学，都会引导学生给自
己、给班级、乃至未来自己的职业以诗意的命名，形成
一种散发诗意魅力的教育场，促使学生沉浸其中，带
着诗意的眼光审视世界，变不良的行为为优秀的习
惯，化优秀的习惯成为美德。”他还采取“开口开心、雅
言雅行”的策略，多年来以自己的博客、微信和公众号
为阵地，引导本科生、研究生用诗歌表达自己，创作

“教育诗”多达500余首。

教师雅言雅信，进而成就学生雅容雅行

在他的指导下，不少教师被评为“正高级”

冯铁山教授为中学生讲授诗意作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