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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 大教师深刻理解、正确实践
“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
这个新学生观 ,是 实施语文新课标必须面对的

关键课题。新学生观 ,对 语文课程改革具有四大特殊意义。现阶段 ,教 师宜采用的实践策略是强化角色意识 ,突 出

学生的主体地位 ;张 扬学科优势 ,激励学生的成才志趣 ;注 重学法指导,培 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搞 好创新教肓 ,促 进

学生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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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
[11(1页 )这个新

学生观 ,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理念。在

现今社会 ,大力倡导
“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
,而学校

方面却存在着
“
两种教育的矛盾依然难解

”
,“ 许多

教育变革仍然停留在理念和口号上
”
[2]的 严重情

配 ,广大教师深刻理解、正确实践新学生观 ,已 经成

为实施《全 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 验稿 )》

(以 下简称新课标)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课题。

一 新学生观对语文课程改革的特殊意义

1.有助于语文教育观念的根本转变

教育观与学生观是学校教育的理论基础。前者

是对学校角色性质的认定 ,后 者是对学生角色性质

的认定。实践证明,无论课程如何设计 ,不 同的学生

观决定并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教育观 ,不 同的教育又

必然造就不同的学生 ,因 而 ,要端正教育观必须先端

正学生观。

旧课程 ,把学生看作
“
塑造

”
的对象。不仅无视

学生的鲜活生命 ,不顾学生的人格尊严 ,还用种种预

先设置的程序来束缚他们的手足 ,排斥其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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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学生的这种被动处境 ,使一切教学改革黯

然失色 ,最终使这个本来应该引领学生根据社会发

展的需要 ,更好的学语言 ,学文化 ,学做人的教育 ,背

离了初衷 ,蜕变为语文应试教育。

新学生观的确立 ,意味着新教育的本质就是为

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服务。对语文课程的定位 ,只 能

以是否有利于学生为适应社会需求而主动
“
学习和

发展
”
为唯一标准。由于

“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

具 ,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语文素养是学

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 ,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

发展的基础
”
,因 而 ,新课标规定 ,“ 语文课程应致力

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
[叫 (1页 )。 由于

“
语文素养

”
是一个具有丰厚内涵和宽广外延的概

念 ,是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实践活动 ,内 化优秀的语言

文化成果 ,使 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水平达到-个
新的高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的综合体现 ,既包含以

语感为中心的听说读写的言语实践能力 ,又 囊括道

德修养、审美情趣、文化品位和个性人格等人文素

质。就广度看 ,是
“
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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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文
”

,“ 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从深度

看 ,是
“
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

[1](1-2页 )。 所以,新课程的这个定位 ,是正确的。

既深刻揭示了语文教育的功用和意义 ,又恰当反映

了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要求。
“
领

提而毛顺
”
,立足于此 ,语文教育观念的根本转变也

就顺理成章了。

2.有助于师生关系的实质改善

教师、学生是教学活动中两个最活跃的要素。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虽

然 ,学 习是学生通过读书、听课、实践、探索等方式以

获取社会历史经验和生存发展本领的全部过程 ,教

师是学校教育的代表 ,其作用只是
“
外因

”
,但是 ,由

于角色不同,师生之间各种差异的矛盾是无法回避

的客观存在 ,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因 而 ,要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 ,必须先端正学生观。

旧课程 ,把学生看作
“
管教

”
的对象。一方面 ,

“
唯师为尊

”
,放任教师凌驾于学生之上 ,以 种种神

圣的理由,大搞
“
教学专制

”
,另 一方面 ,又将学生的

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教师、学生的唯一依据。不仅窒

息了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发展潜能 ,而且 ,还给师生关

系造成严重损害。它必然助长教师中心主义、管理

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的滋生和泛滥 ,由 此导致学生

对教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 ,引起师生的冲突和对立。

对于这种情况 ,虽然人们一直试图改变它 ,如 提倡
“
头脑

”
、
“
双手

”
、
“
眼睛

”
、
“
嘴

”
、
“
空间

”
、
“
时间

”
的

“
六大解放 ,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

”
[3],和订

立
“
师德规范

”
、
“
实行教学民主

”
等 ,但是 ,由 于学生

观没有改变 ,师生矛盾一直未处理好。

新学生观的确立 ,意味着在新课程中,教师最适

当的角色就是代表学校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好

的服务。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

合作、沟通、双向互动的社会交往关系。
“
教师与学

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
”
[4](272页 )。 因此 ,学生

必须一改
“
受管教

”
的态度 ,振作精神 ,做

“
学习和发

展
”
的主人 ;教师必须一改居高临下的作风 ,规范行

为 ,做学生学习的向导、伙伴、榜样和顾问。建立了

这样的关系 ,教学活动必然成为师生在特定情景中 ,

为特定目的而进行的相互学习、共谋发展的过程 ,成

为一段最能够激发生命活力、张扬个性和唤起对知

识的愉悦和创造力的美好经历。这是
“
教学相长

”

的真谛。在这种情景中,师生之间还有什么矛盾不

能化解呢 ?

3.有助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彻底改造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是教学活动的两个关键要

素。二者的品质及其在教学 目的下契合的程度决定

着教学活动的质量:由 于二者的价值取向直接受学

生观的影响和制约 ,因 而 ,要把理想的教学 目的变成

现实的教学效果 ,必须先端正学生观。

旧课程 ,把学生看作是知识的
“
容器

”
。

“
学什

么
”

,“ 怎么学
”
,全 由课本定调 ,教 师

“
主导

”
。加上

统一教材、统一要求的束缚和
“
应试教育

”
的影响 ,

致使语文教学逐渐丧失了
“
人文性

”
和

“
语文味

”
,成

为远离社会生活、不顾学科特点、排斥学生的多元反

应与独特体验的
“
填鸭式的灌输

”
,异 化为

“
教师辛

苦 ,学生受苦
”
的

“
时间加汗水

”
的考试训练。

新学生观的确立 ,意 味着新课程教学的基础就

是
“
学习本位

”
。其教学内容 ,必须有利于

“
全面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
[丬 (I页 ),其教学方法 ,必须有

利于学生
“
主体

”
作用的发挥。由于语文是母语教

育课程 ,母语是民族的价值系统和思维系统 ,由 于汉

字具有表意性 ,汉语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综合性 ,

祖国语文表达着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精微美妙的义理

和感觉 ,而学习是无可替代的社会实践活动 ,是学生

通过读书、听课、实践、探索等方式以获取社会历史

经验和生存发展本领的全部过程 ,所 以,合理的语文

教学内容 ,决不是
“
考试范围

”
,或者

“
记问之学

”
,也

不只是
“
听、说、读、写

”
和思维训练 ,而是要与生活

相联系 ,以 实践为基础 ,“ 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

点
”
[1](2页 ),发 挥好

“
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

作用
”
。正确的语文教学方法 ,决不是教师

“
独白

”

式的
“
咬文嚼字 ,句读剖析

”
,或者

“
题海战术

”
,也不

只是
“
读、问、议、讲、练、看

”
的随机组合 ,而 是要

“
根

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
”

,“ 倡导 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
[1](2页 ),“ 充分发挥师生

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丬 (15页 )。 这

样 ,语文课程就得以跳出课本和课堂教学的狭窄范

围而进人生活与实践、学习与创新的广阔天地 ,为教

师、学生个人聪明才智和生命潜能的尽情释放提供

了大好时机。有了这种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课程开

发的机制 ,“ 教学就不只是忠实地实施课程计划(方

案 ),而更是课程的创生与开发。教学过程成为课

程内容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不断建构与提升

盱过程
”
。这样 ,“ 教学改革才能真正进入教育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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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成为课程改革与发展的能动力量 ,成为教师与学

生追寻主体性、获得解放与 自由的过程
”
[4](zT1

页)。 作为教学责任人 ,教师必然会在正确把握新课

标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 ,对 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全

盘检讨和重建 ,并且 ,通过教育创造 ,使 之成为更加

完美的教育劳动形式 ,在每一次新的教学实践中表

现出来 ,从而促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彻底改造。

4.有助于课程目标的最大实现

课程目标体现着课程的基本规格和基本要求 ,

是实施和评价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由于其成效要

由学生
“
学习和发展

”
的状况来反映 ,既包括同一学

生本学段的状况 ,和此前各学段状况的累积 ,又包括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所有学生的相应状况 ,而这又主

要取决于学生整体的学习风气和学习质量 ,所 以 ,要

争取课程的最大效益 ,必须先端正学生观。

旧课程把学生看作考试的
“
工具

”
,不仅想方设

法使课程目标与语文考试
“
接轨

”
,还用

“
定升学指

标
”
、
“
分层次上课

”
、
“
按考分搞奖惩

”
等手段 ,逼着

学校和教师把所有学生都往升学的
“
独木桥

”
上赶。

结果 ,只 能以牺牲多数学生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的长

远利益为代价。所培养的学生 ,即使优秀者 ,也难以

全面发展。

新学生观的确立 ,意味着新课程教学的出发点

就是对每位学生负责。因此 ,“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的语文课程 ,必须面向全体学生 ,使学生获得基本的

语文素养
”
[1](1页 )。 由于课程改革是完善基础教

育阶段素质教育体系的核心环节 ,是关乎国民素质

提高和民族复兴的大业 ,而
“
语文课程的多重功用

和奠基作用 ,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

地位
”
[叫 (1页 ),所以,新课标的

“
课程目标

”
就特别

注重基础 ,讲求实效 :一 是实行
“
九年一贯整体设

计
”
,体现了整体性和阶段性 ;二是使

“
知识和能力、

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
相互渗透 ,融为一

体 ;三是从
“
识字与写字

”
、
“
阅读

”
、
“
写作

”
、
“口语

交际
”
四个方面提出了

“
阶段目标

”
和

“
综合性学习

”

的要求。同时,注 意
“
加强与其他课程以及与生活

的联系,促 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

展
”
。为此 ,必须

“
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

程
”
[丬 (3页 ),鼓励地方、学校和广大师生 ,根据教

学情景的实际对课程建设的全面参与和自我调节。

这样 ,既有利于摆脱
“
以课堂为中心

”
而造成的脱离

实际、自我封闭 ,走 向联系生活实践、自主创新 ,又有

100

利于促进语文课程的民主化、现代化、适应性 ,建立

语文课程健康运行、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这样 ,必

然促使不同岗位的语文教师 ,努力提高职业素养 ,因

地制宜地利用课程资源 ,使每一次教学活动都成为

学校语文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千方百计地辅助每

位学生争取最大的学习收获 ,从而大面积地提高教

学质量 ,异 曲同工地满是
“
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

为现代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
”
[1](1

页)的时代要求。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也就不只是些

点缀风景的
“
大树

”
,而是壮丽的

“
森林

”
了。

二 实践新学生观的现实策略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实行者。没有广大教师的正

确实践 ,再理想的教育设计 ,只 能是一纸空文。在现

今教育
“
转轨

”
的过渡阶段 ,实践新学生观与实施语

文新课标紧密关联 ,做教师的,主要宜采取以下策

略。

1.强化角色意识 ,突 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角色意识是个体在对 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作

用与价值的认识上产生的一种直接影响角色行为的

思维定势。实践新学生观 ,必须强化角色意识 ,突 出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只有教师进入了为

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服务的角色 ,让学生真切感

受到主体地位的凸显 ,学生才可能轻松 自如地做语

文学习的主人 ;只有成功地唤醒了学生的主体意识 ,

实现了每位学生主观意愿的自由倾吐和个人潜能的

尽情释放 ,学生才可能正常发挥其主体作用。

一是要蹲下身子 ,让 出位子。要坚决摈弃
“
唯

师独尊
”
的观念 ,不 在潜意识里视学生为

“
被管教

者
”
。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教学活动参与权、思想情

感表达权、行为方式选择权、学习时间支配权和兴趣

爱好发展权等学习自主权 ,放手让学生做语文教学

活动的主人。

二是要启发良知 ,长善救失。启发良知 ,要从立

志抓起 ,即启迪、激发学生
“
有志于学

”
的心理需要。

要善于借助语文材料 ,通过正确认识人生、社会与
“
学习和发展

”
规律等途径 ,引 导学生将 自己正当的

心理需要发展为坚定的成才志向,进而转换成-种

为实现志向而不断反思和调整的自我教育机制,-
种源源生长的自动力。长善救失 ,要 贯穿师生交往

的全过程。即不失时机地教导学生增长其优点 ,补

救其不足。要时时处处关心每位学生的成长 ,对学

生的现在负责 ,为 学生的将来着想。要有长善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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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智慧和本领 ,达到
“
知其心

”
的程度和

“
细无

声
”
的效果。

三是要正视差异 ,互教互学。要正确看待师生

之间的差异。要明白,这种差异是自然的 ,也是变化

的。从自然性看 ,“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

,“ 弟子不必

不如师 ,师不必不如弟子: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

攻 ,如是而已
”
[5](298页 )。 从变化性看 ,学 无止

境 ,人无完人 ,新陈代谢 ,后来居上。现今学生通过

家庭、社会、同伴和书报、电视、网络等媒体所获得的

知识 ,早就超过了语文课本 ,只 有师生互教互学 ,教

学活动才可能正常进行。

2.张扬学科优势 ,激励学生的成才志趣

语文蕴涵着丰富的人文营养和独特的艺术魅

力 ,具有承传文明、启迪思维、浸润心灵、濡染世风的
“
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

”
。张扬这种优势 ,使之成为

激励学生成才志趣的有效手段 ,是实践新学生观的

重要途径。

一是
“
目标

”
激励。目标 ,是人们所想要达到的

境地和标准。预定 目标 ,是教学活动有效进行的重

要措施。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渴望进步 ,憧憬未来 ,

追求成功的心理 ,结合教学情景 ,适 时提出诸如识

字、写字、阅读、作文、口语交际以及品德修养、行为

习惯等方面的近期 目标 ,激励学生产生自主完成学

习任务、锤炼学习本领的内趋力。

二是
“
信任

”
激励。相互信任 ,是 师生交往的宝

贵情感。教师的信任和赏识 ,对学生是一种最好激

励。要让每一位学生都真切地感受到 ,教师对他是

十分关爱和信任的,他的每一点进步 ,都是教师真诚

期盼和由衷赞赏的,从而产生尊重感、荣誉感、责任

感 ,增强学习语文的自信心。

三是
“
环境

”
激励。教学中的环境 ,特指由物质

条件、精神状况、活动方式等形成的教育情景和氛

围。
“
蓬生麻中,不挟自直。白沙在泥 ,与 之俱黑。

”

要善于利用有助于提升思想境界 ,培养奋发向上精

神的语文材料 ,将学习语文的志趣 ,转化为提高语文

素养、打好成才基础的优良学风。

四是
“
示范

”
激励。学生对语文的兴趣 ,直接受

教师人格和教学示范影响。如果教师品格平庸、语

文功底浅薄 ,将教学工作搞得枯燥呆板、死气沉沉 ,

只能损害学生对语文的求知欲。相反 ,如 果教师品

格高尚、语文素养深厚 ,将教学工作搞得生动活泼、

有滋有味 ,让学生深切感受到语文的博大内涵和无

穷魅力 ,体会到语文学习带来的愉悦的精神享受和

特殊的价值功用 ,促使他们产生像追求幸福一样地

向往着能够在这门功课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强烈欲

望 ,那么 ,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碍他们在语文学习中

发挥主体作用呢 ?

3.注 重学法指导 ,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由于学生的主体作用 ,最 终要通过学习能力来

反映 ,而这也是学生继续学习和建设学习化社会的

要求 ,因 此 ,必须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

一是要结合学习任务 ,指 导学生学习和
“
掌握

最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
”
[1](4页 ),力 争收到触类

旁通、举-反三的实效。二是要引导学生通过组织

语文游戏、演讲论辩、作文竞赛、调查访 问、专题研

讨 、创新设计等活动 ,直接从实践与生活中获取语文

学习的知识和本领 ,掌握
“
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

方式
”
。三是要通过

“
语文综合性学习

”
[叫 (2页 )和

交流、总结学习经验等途径 ,帮 助学生将有效的学习

方法逐步转变为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

由于良好的学习习惯 ,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 ,

因多次重复相同或相似的有效做法而形成的一种相

对稳定的心理态势 ,是一种不用随时想起、永远不会

忘记的学习能力 ,所 以,教育家一致主张 ,凡是好的

态度和方法 ,都要使它化为习惯。新课标也将
“
养

成语文学习的自信心和良好习惯
”
[1](4页 )列人了

课程的
“
总目标

”
。

一是要讲究策略 ,循序渐进。推出某种习惯的

养成活动 ,要做好计划 ,选准时机。宜先将其作为学

习常规 ,继 而在
“
实行——规范——再实行——再

规范
”
的培训中,逐 步习以为常。二是要持之以恒 ,

吐故纳新。语文学习的良好习惯的培养不可能一蹴

而就 ,必须坚韧推行 ,方 能成功。任何事物都在变

化 ,学习习惯也需要不断完善 ,适时调整。

4.搞好创新教育 ,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

创新 ,是信息时代人才重要的优秀品质 ,“ 是作

为主体的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形成一定目标 ,进而控

制或调节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产生出从未有过的有

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活动过程
”
[6](3页 )。 为

了
“
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

”
,“ 促进学生持续发展

”
,

新课标特别将
“
正确处理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关

系
”
[丬 (16页 )写人了

“
教学建议

”
。

由于语文富含人文性、审美性和思辨性 ,语文教

学具有多元性、模糊性和体验性 ,由 于新课程卸除了

I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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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教师学生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的种种桎梏 ,提  源和问题求解、方案设计、智慧碰撞、思想火花 ,以及

供了能够根据社会的需求不断自我调节、更新发展  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和语文综合性学习出现的新

的创造空间 ,所 以,强化创新教育 ,大有可为。     情况、新问题等 ,启 发学生自主创新的思路。

一是培养创新品质。着重培养充满 自信的品    四是教给创新方法。诸如思维方法、观察方法、

质、广泛关注的品质、独立思考的品质、求是求真的  调查方法、研究方法、实验方法、领悟方法、借鉴方法

品质、标新立异的品质、勇于探索的品质、敢为人先  等 ,增 强学生自主创新的本领。

的品质、坚韧不拔的品质、自我控制的品质 ,为 学生    五是鼓励创新成功。遵从陶行知先生在《创造

的自主创新奠定人格基础。            宣言》中
“
处处是创造之地 ,天 天是创造之时 ,人人

二是培养创新意识。着重培养科学意识、民主  是创造之人
”
的主张 ,利用新课标实验与推行的大

意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变革意识、审美意识、探  好时机 ,创造合宜情景 ,提供有力支持 ,帮 助学生不

究意识、合作意识、成功意识 ,为 学生的自主创新树  断取得创新实绩 ,增 强自主创新的勇气 ,生成持续创

立精神支柱。                  新的旺盛活力。这是正确实践新学生观、发挥学生

三是拓宽创新视野。利用课内外丰富的课程资  主体作用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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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signiⅡcance and ParacJca1TacJcs of

New student Vhw to Chinese Program Reform

LI Hai-tao

(Chinese Institute, Whanyang Teachers Co11ege, Mianyang, sichuan,621000, China)

Abstract:It is a key“ sue,in carrying out new Chinese program standard,to make the mE彐 1iority of

teachers have a sound appreciation of and practioe correctly the new student view of 
‘‘
students are the

sub刂 ect of study and development” 。The new student view possesses four points of special signiΠ cance in

the Chinese prograrn innovation。  In the present stage, the practical tactics the teachers should adopt are:

Ⅱrst, emphasis on the 
“
character”  awareness to give pro∏ 1inence to the students ao the main body; sec-

ond, popularisation of the course superiority to inspire the students'ambition to succeed; third, empha8is

on the direction of study method to cultivate students'good habit, and fo⒒ h, iIη plementation of creative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student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new student view; Chinese program; special signi伍 cance; practical tactic8.

102

[责任编辑:李 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