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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斛整体膘理,指导语文搀学

任 顺 谦

语文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其特定

的自身结构和内部联系,只有对其结构的诸

要素和谐组合,构成有机的整体,才能显示

出优化的整体功能。

1。 语文教学必须注重整休功能。整体原

理不仅注重发挥各分解部份的部份功能,更

强调发挥各分解部份相互联系形成新的结构

的整体功能。如果各个部份组成彼此和谐的

结构,则 整体功能大于各菰立部份的和;如

果各部份组戍互相冲突的结构,则整体功能

就小于各孤立部份的和。语文教学的实践表

明,遇到什么知识便讲什么知识,忽视知识

的整体要求和纵横连缀;只 强调部份的讲深

讲透,而不注意它在整体中的恰当位置;教
学中的随意性得不到制约,以 自己的兴趣取

铽不丬∥学的系列等等,郴不会有语文课的良好

的整体效果:反 之,只有整体的概论,不把整

体分解为△'个个相对完整的部件,也不能充

分显示学科的内容、掌握其规律。总之,整体

原理既强调分解为部份 ,又强调综合为整体。

2.整体原理要求该科教学内容 的 系统

性、完整性、连贯性。我们不仅要理解该科

各部份的内容,而且要理解各部份内容之间

的内在联系、帘⒈学分布和训练系列。以语文

科而论,字、诃、句、篇。语、修。逻、文

各部分的知识构成了语文科的完整内容,而
这八部分又自有其知识训练系列。知识训练

系列又分布在不同的阶段、册次和篇目,阶
段与阶段、册次与册次,课内与课外又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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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一贯性。这样,教师就能把知识系

统地、完整地、连贯地转化给学生。

3.整 体原理在教法上表现为整体-氵 部

分-氵 整体。即从整体上把握全局,然后研

究各个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最

后再回到整体进行归纳综合,构 成 完 整 结

构。语文课中对文艺性课文分析的思维走向

就是这样的。先通过课前简介、初读课文,

对人物事件获得
一

个概括的整体印象;再逐

段分析故事情节、人物行为以及 人 物 与 情

节、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具体关系;最后抽取

主题思想,归纳写作特点,评论人物形象。

遭从整体原理的教法,不 仅整体功能大于部

分之和,而且:能给学生以科学美,为学生的

学习和记忆建造无形的框架。~

4,整休原理在'学 法上表现洵整体优于部

分。学生学习过程中,或是在整 体 :的 指 导

下,去 学习各个部分,且注意各部分之间的

纵横联系;或是仅抓住部分就孤立地进行学

习,无视整体结构。这两种不冂的途径,显
然前者胜过后者:善于作文的学生,若要表

现一个人物,总是先有一个整体构想。力图

表现人物的哪些品质,通过哪些摹件,采用

哪些手法,各部分怎样结构。这样的作文就

能主题鲜明,结构严谨,疏密有致。而不善

于作文的学生,常缺乏整体构思,只抓住自

以为生动有趣的故事或某些精 彩 华 丽 的词

语,就仓促上阵,其结果自然是文与愿违。

5只 整体揖珲仁训终上奉现沟呀说读写紧



啻结杏。在接芟方面,听和读同拌重要:在

发表方 rmˉ ,说与写同样重要。呒 说、读、

写相辅栩戚,缺一不可。长奶以来,我们‘
偏

嚣读写训练,忽视听说训练;偏 重 读 写 结

舍,忽视读写与听说结合。但实际生活需要

的是听、说、读。写的全能冠军,而不需要

蹩脚的长跑运动员。把听、读、说、写有机

∶结合起米,才能在大脑中建立一一对应的关

系雨形成好的教学效果。

6.整体原理要求教法与学法 的 最 住:组

合,以 实现教学方法的整体优化。教学原本是

一
种双边活动,双向关系,既包括教师怎样

教 ,又包括学生怎样学 ,任何一方的活动X,J另

∵方都有影响。而传统的教学法研究,实 际

上 只重视教法研究,对学法研究 只 虚 晃 一

枪,不重视在追求教法多样化、科学化、最

优化的同时,也讲究学法 的 多 样 化、科学

化、最优化。我们应该将教法与学法进行最

隹组合,调动教法与学法相互促进的能动作

拜 ;形戍教学方法的立体网络:结构,以 .实现

其整体优化。钱梦龙老师自读式课型的:几种

自读方式——疏通式、提要式、质疑式、评

点式、评论式等,就是将教法与学法合二而

一,进行最佳组合的一个范例。有的老师课

前就把教学目的要求、内容 进 度、教 学 方

法、实验准备等通告学生, 目的在于调动学

与教的主动配含。
∶

7。 整体原理要求传授知识、培养能力、

发展智力的辩证统一,同 步进行。传统教育

苤视知识,忽视能力,在现代化科学高度发

展的今天已显得古老而不适应。现代科学高

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各门学科之 间相 互:渗

透,若孤立地抱住∵大堆知识,理不出贯穿

其间的脉络,就难以构成整体结构,不可能

发展能'力 。现代教育表明;从凯洛夫的重知

识,到赞可大的培养能力,已形成了教学理

论的发展趋势。无知泌无能,能力需从知识

转化而来。要学好浯文,陈 了话文基卞知识

外,∶ ∷述薷宥∷寇的社会知
∷
涑和白嘛常汰 :蹴

力又可转化为获取更多的新细识。∷知识与能

力相互作用,呈现出动态的循环关系。·△个

学生掌握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又培养了独立

思考和工作的能力,他必定会寻求到启唠驹

闪光点,跨入发挥才智的广阔天地。

8.整 体原理讲求教学过程金方位的整体

效应。从信息论的角度讲,一个宪整的学习

过程,包括信息的吸收、输出、反馈.评价

四个阶段、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应把讲

课一
ˉ作业一-评讲—ˉ改锘紧密结合为

一
个
∷
整体,与学习的全过程 相适应。遗搀妫

∶是,不少教师并未使教学构成金过程,常常
只有讲课△个阶:段或讲:课,作∷业两个阶段,

不重视评价,或让评价姗姗来迟。因而学生

对自已学习:结粜的正误无从得知∷,处于稀里

糊涂之申,严重影响理解的:准确性,记忆的
牢固性和学习的兴趣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使用的教学方法应当优化选择,墩学过器申

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机衔按,使教学挝程中所

包含的教学Ⅰ教养1教育、发展等因素充分

发挥,以保证教学过程全方位的萤体效应。
9.整体原理要求学教手段的整体效应,∶

注意运用电教手段。传统的教学手段,指文字

性教材和普通教具 (如课本、参考书、黑板。

扮笔。图片、模型、标本等冫。i现代化教学

手段包括祝觉手段 (幻灯。投影 )、 昕觉手

段 (录音、广播 )、 视 听 手段《电影、~∶电

汉 )、 自动视听手段 (语言实验室 冫等。入

在学习过程中,主要通过视觉和昕觉《当然

也有蚀觉、昧觉、嗅觉等 )来接收信息Ⅱ教

学中应充分利用声象设备,使教学手段综合

化、多元化。当然,i多种教学手段要选择使用”

掌握时机,控制分量,有机配合,∷ 注意发挥

整体效应。        ∶ ∶∷  宀

10,整体原理要求教学具有预见性和应

变性。教师应当秘用前馈信息,把教学中可

能出现n勺 问题消灭在问题发生之前,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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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生了偏差之后通过反馈信息再来纠芷。

有经验的教师,常能预测学生在什么地方会

产生什么问题,从雨
“
喾告

”
在先,采取顼

防措施。教师还应根据教材的不同,不断调

∷节和控制教学内容、容量、方法和程序,使

低才、中才、天才均得到发展。对于教学中

的偶发性问题,不可因未在考虑 之 列 而排

斥,而应囚势利导:作出科学的、富于创造

性的解释。

11.整体原理要求每堂课也要有整体体

现。从单元.定律、长文的知识系统来体现

整体原理,是不难理解的。∷一堂课是否也要

体现整体原理?冖堂课就是一扣链环,儿堂

就是几扣链环,几扣链环连续相扣,就构成

了链条整体,如果其中一扣链环断裂,哪来

的链条整体?因此,对每一堂课,教者都应

设想:是否是在整体的指导下去讲授各个部

分的?部分与部分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这些

∶邯分为即将建立的整体仵了哪些准备?一 个

知识单元如果是t个大整体,那么一堂课就

应是△个小整体。即使把一篇长文分析到中

迭j也要作简要小结,使其自成整体,并给

学生必要的提示,把思维引向到下堂课的整

体构想。

¨ 12。 整体原理耍求语文科与相邻学科教

学协调配合。相互促进。语文科除在自身知

识能力的结构上应纵横延伸、有抖交叉外,

还应发掘相邻学科中有利于语文 教学 的 因

紊,为语文教学服务,同 时,又将语文训练应

用于相邻学科,使相邻学科受益。以语文科与

理化科为例:写实验报告要求应用说明文的

写作知识来准确表述理化现象,表述时要富

于文采,注意说明的准确性、科学性与生动

性。趣味性的统一;冂述理化现象、原理或

解题思路要与口头语吉能力的训练 配合 起

来:要鼓励学生写科幻故萃、科普文章。将

理化知识与语文训练合二而一。

13,整体原理要求学生各门功课之问协

lOo

拥发康。社会学科,白 然学科 :哲学、技未等方

面的课程对造就人材各自起着不可替代的独

特作用,它要求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在这

片广博而肥厚的土地上培植出枝叶茂密的参

天大树。现在有的离中过早分文科班、理科

班,有的初中砍掉了升离中、中专所不考试

的课程或语文篇目,有的学生凭主观兴趣单

方向发展而形成
“
单边翘

″"⋯·这些与整体

原理不相容的作法,在近期也许还能立竿见

影,将来一旦腾飞时,会顿时察觉翅膀上少

生了一些羽毛。

14.整体原理对培养日标的要求是讲求

立体效应。教育内容包括德、智、体、美。

劳、技等,以上几方面各有 内 涵,自 成 体

系。一个在德、智、体、美、劳、技多方面

都得到良好发展‘学生,他表现出来的创造

性功能大大超过各部份功能之和。整体原理

启示我们:要想把智育抓好就仅仅抓智育,

最终是不可能让智育高度发展的;决不可忽

视其他儿育对智育的促进作用。每根琴弦和

谐鸣响,方可组成优美的乐章。

15.整体原理启示我们,要把学生当成

整体人。中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有复

杂社会性的人,正处于特定年龄阶段的发展

变化时期:他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绝不只

是
“
只知学习的人

”
。还应关注他们的学习

动力、心理特征、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家

庭变动、偶发革件等,使他们全面发展。经

验证明,要想优化教学,功夫有时却在教学

之外。

16.整体原理讲求教师群体 的 整体 效

应。教学的优质高效既要讲求教师个体的基

本素质,又要讲求教师群体u和谐组合。只

有这样,教师群体才能运转 自如,配 合 默

契,释放出最大的整体能量。教师群体对学

生驹要求要步调一致,各科 一 贯,坚 持 到

底,并 注意影响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保持教

学效果的积累。整体原理要求教师完戍以下



儿个过渡:由与小生产观。小经济观、小科

学观相联系的小教育观过渡到与现代化大生

产观、大经济观、大科学观相适应的大教育

观;曲 传统教学论过渡到现代教学论;由 着

重传授知识过渡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发

展智力;由只精通专科教学,发展郅多科教

学,法l专才发展到博才,由 专才教育过渡到

博才教育,以培养多才智的跨学科的适应现

代社会发展的一代巨人;由关门教书,泔渡

到开门交流信息、面向社会实际;曲 只重学

校教育过渡到兼顾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

我教育。

17.整 体原瑾要求师生之间和谐组合的

整体效应。师生之间也是一种双向关系。这

种关系,除指知识上的教与学外,还包括师

生之间敞相互理解和感情交流。师生之间融

洽舒畅的感情交流,是教学双方之间不可缺

少的润滑剂,能使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细小问

趑,或产生于教学之外,却影响教学之内的

问题 自然消失,亦能预防学生逆反心理夕产

生,使学生把艰苦繁重的学业视为愉快轻松

的工作。师生之问舻感情交流,能促使教与

学苁方颇蘩地交换佶息,教师可利用反馈佶

息及时调整教法,学 生可根据调整后的新的

教法迅速在学法上作出新的适应,造成教与

学的良性动态循环。

18.整体原理要俅创造一个适宜教学过

程的良好环境 (包括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

主观环境与客观环境 )。 学生集体白t蓬勃向

上、相互帮助,班 R、 校风的良好影响,家

庭、社会的紧密配合,学生泸学习目的性、

能动性、兴趣性才能达到最隹状态。

19.整体原理讲求仝方位多层次的开放

交流。应当打破过去那种封闭状态,开展语

文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班

级与班级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家

庭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开放和交流。就

语文课教学本身,学 习经验交流、赛诗会、

知识竞赛、作文展览、讲演比赛、辩论会、

朗读比赛、手抄报、社会调 查、知 识 服 务

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开放形式。

综上所述,教学诸要素若均能遵从整体

原理,围 绕整体日标的优质高效 而运 行 调

节,语文教学必将显示出更大n饣 整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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