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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看是有眼无心，观察是眼睛带动心灵去看

12月初的杭州，零星小雨，丁兰实验中学
810班的教室里，王杨军正在给同学们讲陶渊明
的《饮酒（其五）》。

知人论世、读懂诗意后，他放了一段清幽的
古风音乐，和同学们一起配乐朗诵了起来。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当孩子们正摇
头晃脑读诗，并细致打量课本上陶渊明东篱之下
采摘黄菊的插画时，教室窗外杭州初冬的银杏
树，悄悄落下了几片黄叶。

课后班上的一位女同学秋涵告诉我，她很享受
配乐诗朗诵这个环节，音乐一起，就容易代入像古
人一样吟诗。

另一个同学钰晗，见我们聊天也凑了上来。她
就是冲上热搜视频“肖像描写”里，那个被夸“笑得有步
骤”的女孩子。

两人都说喜欢语文老师的课，因为“他很少考试，只
有期中和期末考。”“他每学期都会自办语文表彰大会，准
备好多大家爱吃的东西，他的办公室也总有好吃的。”“他
每每讲到动情处，就不自觉手舞足蹈，脚剩半截在讲台
上，真怕他掉下来。”“他经常笑得咧嘴露出两排牙齿，像
松鼠哥。”“他生气时说话会结巴。”

这是两人对王杨军的观察。
“写作文前你得先观察，而不是写些人云亦云的东

西。观察某个场景，观察他的动作。”这是王杨军在作文
辅导时反复强调的。

钰晗提到那篇上热搜的“肖像描写”作文，同学对她
的观察不可谓不细致。“连我都没有察觉，我的笑竟然还
有‘步骤’？”

什么是观察？她举了一个从书上领悟到的例子。
那是妈妈给她买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福尔摩斯问

华生，他们住的公寓有几级台阶。华生说虽然已经爬了
不下几百次，但没留意过。福尔摩斯说，是17级台阶。

“华生是看，福尔摩斯是观察。看是有眼无心，观察
是眼睛带动心灵去看。”钰晗说。

老师
“想方设法”让孩子们爱上语文

几箱休闲食品摞在办公桌旁，桌上堆满了作业本，作
业本封面写着每次的成绩：A、A-、B+……孩子们只要
集齐五个A，就能来他这里换个小食品。这是王杨军“想
方设法”让孩子们爱上语文的方式之一。

爱上语文重要吗？作为一个从小被语文滋养过的
人，他迫切希望孩子们也能有这样的兴趣。

但真正爱上语文，要归功于他所经历的语文课堂。至今
他都对小学、初中、高中的三位语文老师，有着生动的记忆。

小学是一所村小，语文老师兼体育老师。下雨天上
不了体育课，老师就会在教室里讲《阿里巴巴与四十大
盗》这类的故事。多年以后，他始终难忘在那个漏雨的教
室里，他有很多被故事击中的瞬间。经由这些故事，他接
受邀请，进入语文的大门。

初中的语文老师兼音乐老师，他经常带领学生作配
乐诗朗诵——王杨军目前的课堂就继承了这个传统。这
位语文老师还会把古诗词唱给学生听。学李煜的词《虞
美人》时，他深情地唱了起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在凄楚空灵的歌声里，王杨军的内心产
生了极大的震颤，似乎也感受到了一位亡国之君的沉痛。

王杨军也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写作文要真情实感。
他写了一篇名为《老屋》的文章，内容是搬新房的那天，他
执意要回到出生的老屋睡一晚，因为老屋斑驳的墙上满
满都是一家人成长的痕迹。醒来发现，家里的猫陪着他
到老屋睡了一晚。

他写得泪流满面，后来这篇文章拿下了语文老师任
课以来的最高分——时至今日，在和我聊到《老屋》时，他
依旧哽咽，或许喜欢语文也能让一个人拥有充沛的情感？

高二的语文老师则不拘泥于教材，自行筹备了一个
“班级图书馆”，拿经典文学读物扩展学生阅读。此外，他
还要求学生大量诵读古诗文。传唱千古的诗歌总是带有
某种普遍性，会在之后慢慢契合进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里，
这也成为王杨军精神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

得益于这段很受用的经历，王杨军在成为语文老师
后，会要求学生熟读《唐诗三百首》。他立下誓言，要在初
中三年讲完《唐诗三百首》中除七言律诗外的所有篇目。
而长期浸润在大量古诗里的好处是，学生们能融会贯通

“玩儿”古诗，还能加入现代的体悟。有一次王杨军和学
生们玩起了“古诗三句半”，古诗新作，比如岑参的《逢入
京使》就被改写成：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加个微信。
这一课堂视频也在抖音平台收获了50万的点赞，网

友们纷纷效仿，在评论区玩儿了起来。

上班累了时，1000万
网友在线蹭他的语文课

“语文从来
不只是语文”

2023年11月，一段初中语文课视
频突然冲上抖音热搜。截至目前，播放
量超过了1亿。

那是一堂肖像描写的作文课。一位
男生正在朗诵他的作文：

每天早上，她的笑声一定会先于她的脚步，到
达教室……她的笑是那么有步骤：弓腰，后仰，抬
手，展眉，眯眼，咧嘴，放声，捂嘴，然后慢慢地平
复。她的笑是那么有韵律，或“哼哼哼”“嘿嘿嘿”，
或“鹅鹅鹅”“嚯嚯嚯”，短歌长调随心而定……

男生写的正是坐在他旁边的女孩。听到此
处，女孩一脸嫌弃。

但她的笑更多是令我痴迷的，独有一种治愈
性，如春风过处花草摇曳，银铃脆响，仿佛又让时
光轮回到林徽因笔下的人间四月天：“笑响点亮了
四面风”。

双手托着下巴的女孩，顷刻笑靥如花。

羡慕孩子们表达能力的网友，评论区留下一
句“如果不是急着赶路，语文才是最美的学科”，获
得15.7万个点赞。

这节语文课来自杭州近郊的丁兰实验中学。
运营这个名为“语文山水”抖音账号的，正是该校
的语文老师、语文教研组长王杨军。

在他看来，“语文从来不只是语文。”
阅读与表达，审美与鉴赏，观察与思考。这些

无法立竿见影，但会对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进而比
应试技巧更重要的能力，有可能在初中三年的语
文课堂里埋下一颗种子吗？

在浙江不断深化中学语文改革的背景下，拍
下学生课堂表现的短视频，是王杨军正在做的教
学探索之一。

正在上课的王杨军正在上课的王杨军

王杨军带领学生们在课堂上吟桃花诗

四年时间，王杨军的“语文山水”抖音账号收
获了1000多万粉丝

受挫
一个成绩拔尖的学生，大学变得平庸起来

从2014年入行后的十年里，有一件
事让王杨军备受打击。他教的第一届学
生今年大四，部分学生一直和他保持联
系。其中一个中学成绩拔尖的学生，到
了大学却变得平庸起来——没有了升学
的压力，也没有了学习的动力，逃到游戏
里躲避迷茫。

对一位有追求的中学语文老师来
说，很大的成就感是他所提供的教育，在学生
中考、高考之后，更为广阔的人生里仍然有意
义。

反之，则是巨大的挫败。
反观自身，王杨军认为自己因为热爱语

文，在语文里训练思维，打磨性情，锤炼品质，从而获
得持续学习的能力，和推动生活向前的动力。

什么样的语文教育能提供这些？
肯定不是应试教育“重语（字、词、句、段、篇等语

言性训练）轻文（文学性训练）”那一套。应试教育的
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走到更高处，获得世俗意义上的
成功，但只要时间拉长一点，它经常很难达到目的。

这次受挫，让王杨军更加坚定，语文教学的底
色，就是更多的阅读；语文素养的提高主要来自日常
积累，在教材之外进行阅读的课外拓展格外重要。

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对阅读天然“感冒”，以及
各科都在争抢学生的学习时间，课业满满的情况下，
学生怎么大量阅读？

王杨军想了很多办法。
他要求孩子们每周一次的摘抄注明出处。顺着

这个“线索”，他在作业辅导课上问学生：你最近看的
那本书挺有意思的，再给我讲讲吧。测验他们是否
真的看进了书。

他营造一种“阅读并不是随随便便唾手可得”的
氛围。比如他建立班级书架，按正规的图书馆图书
分类编码，并配有二维码，孩子们借书扫码后，即能
从软件后台监测是否两周读完了一本书。

他坚持每周一节的阅读课就是纯粹的阅读，不
拿来教学或写作业。课前的五分钟还让学生轮流上
台分享最近正在阅读的书。

对于他目前所教的八年级学生，阅读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已经强调了一年多，效果开始显现。

女孩钰晗说，安排在中午的阅读课，如果看进去
书了，就会有一种“暖暖的很舒服的感觉”。

新教具
1000多万网友，围观追更抖音“语文山水”

钰晗、秋涵时常出现在王杨军“语文山水”账号
的视频里。

而将普通的语文课堂拍摄成视频，分享到抖音，
是一次无心插柳的结果。

2019年，王杨军在抖音开设了名为“语文山水”
的账号。他日常就喜爱摄影，将摄影素材搭配上自
己的朗诵，是初期的视频内容，目的是呈现语文之
美。但有一次，王杨军分享了学生们在课外吟咏桂
花诗，瞬间收获几万个点赞。

“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关注初中语文课堂。”王杨
军决定把课堂分享视频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孩子们
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以前念作文，“观众”是全班的
三十几个同学，现在念作文，“观众”是一千多万的网
友，孩子们自然对语文学习更重视了起来。抖音俨
然成了他和孩子们的“新教具”。

但王杨军坦言，这种把短视频纳入到语文教学
的探索，并不太具备可复制性。

“复制”一个“语文山水”账号不现实，但至少有
些教学方式可以复制，并且也正在复制中。

有些语文老师会模仿王杨军的教学形式，在自
己课堂上实践；有些老师则把他的视频当作范例，在
语文课上播放，启发孩子们爱上传统诗词。还有很
多中小学生家长在评论区晒出自己孩子的作文，网
友们一起鉴赏点评。

甚至有一些网友“参与”到了课堂内容创作中。比
如一条视频内容是学生们“趣说姓氏”：“我姓周，一个
星期的‘周’。”“我姓严，班主任的‘严’。”网友们在评论
区也大开脑洞，纷纷说出最有创意的自我介绍：

“我姓房，你买不起的‘房’。”“我姓杨，满门忠烈
的‘杨’。”

网友们自行玩儿了起来，互相点评，语文之美早
已不局限于一方教室。

据中国新闻周刊、京报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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