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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改革涉及的课题是很多的,如语文教学观、课程结构、教学方法、作文训练等

等。考虑课堂教学仍然是语文教学中占主要地位的经常性的形式。我在近一年多,对课堂教

学结构最优化问题进行了一些摸索尝试。本文想就此谈谈我的粗浅体会。

¨ 语文漯堂擞学结构最傥化岣骤删

所谓最优化,是相对而言,是同传统的程式化的讲授法比较起来说的。最优化的课堂结

构应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阔内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获得较多的知识技能。优,有 一 定 的 标

准,最优化设计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我认为这些原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 :

(一 )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完整准确地完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材内容。教学大纲是

教学计划的进-步具体化'它以纲要的形式具体规定每门课程的知识范围和体系,是教学必

须依循的纲领。教材又是教学太纲的进一步具体化。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

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它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基本工具,也为教师的各课、

上课、布置作业和检查学生的知识提供基本材料。困此,完成大纲要求,让学生较好地掌握

教材内容所规定的系统的科学的知识,是课堂教学效梁好的苜要标志。就目前中学语文教学

而言,遵循太纲,完成教材内容,还必须掌握语文学科的特点。语文学科的特点很多,这里

只强调几点。一是语文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由于语文教材都是选的单篇文章,配以必要

的知识短文和练习,加之教学不甚得法,效果欠佳,给一些人造成了语文就是读文章,无什

么科学知识可言的印象。事实上语文仍然是科学,它的所有知识都是非常确定的,有 自己的

系统,有规律性可循的。部颁统编教材体现了语文知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我们的任务是要

认真去钻研大纲和教材,完整准确地掌握中学语文的体系,并按大纲教材的要求,分年级分

课时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捱。设计课堂结构,最主要的就是要准确地完成当堂课的教材内容 ,

必须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要做到瞻前顾后,循厅渐进。二是语文能力的综合性。语文作为

工具学科,系统地传授有关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使学

生正确地运用祖国语言进行四化建设和社会交往。语文的基础知识有系统性,但在一篇文章

中却又是全面地综合地出现的;语文可深可浅,但却同样包含了众多的基础知识 和 基 本 技

能。这是语文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又-特点。囚此,在语文教学中,特别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

学中,必须注意在同一堂课中既要突出知识重点和训练重点,又要旁及其余,前后贯通,纵



横交错。不要把知识肢解得支离破碎 `而要从文

就是它离不开阅读和表达(田 头表达和书面表逆

上,同时反映在课堂的教与学的整个活动中。 ;

练方面,既要考虑合乎序列要求,又要考虑综 1

识,我认真钻研了初中高中的语文教材 ,把 中学讠

训练要求,分类拟出系统要目,印发给学生'让他们了解语文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逐步荞 ∷

成自觉运用这些知识指导阅读写作的习惯,较快地提高能力。在进行每一课的教学时,突出

解决 一 两 个 问题,其余的让同学们运用知识体系自行解决。             {
(二 )有利于培养学生能力,开发智力。教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传授知识开发学生的智

力,培养能力。智力就是认识能力,就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它包括的内容是比较

多的。就语文课教学来说,最主要的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消化吸收能力、观察能力、想

象能力、抽象思维能力、表达能力、解诀'问题的能力。能力的培养依赖知识,特别是真正理

解了的科学规律性的知识。因此,准 -,1完 整地传授并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同

时,能力又必须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形成。因此,语文课又必须体现学生是主体,要创造激活

学生思维的环境,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学生的认识不断由感性到理性,又由理性到

实践,从 而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老师独占讲台,一讲到底 是 不 可 取

的,必须给学生读书的时间,给学生思考发问、讨论研究的机会,给学生检验迁移知识的机

会。

(三 )高速度、高效率。当代社会,旧 知识不断更新,新知识不断涌现,学科间互相渗

透的现象也非常突出。我们培养的人才又是四化建设者,他们施展才华的时代是本世纪末和

下世纪初,许多新的知识需要他们掌握。语文学科也是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要继承,运用

语言文学的能力如何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迫不及待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在有限的

时间内,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掌握语文知识,尽快形成较强的语文能力,就是语文课堂教学必

须解决的问题。目前的语文课堂教学,总的来说是节奏慢,密度小,课堂气氛松散。为什么

年级越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劲头越来越小呢?其 中一个原因逖怕就是我们教 给 学 生 知

识、所要培养的技能没有逐步加深,量和度都不够。高效率就是要一箭双雕 ,甚至乒箭多雕 ,讲

究实效。因此,语文课堂教学要尽可能不讲则已,一讲必精,要新知旧知贯通,课内课外结

合,学生手脑并用,各个感觉器官都调动,听、读、说、写全面训练。

(四 )新鲜活泼,形式多样。最优化不是模式化。全国各地的语文教师恐怕创造了几十

种或者上百种教学方法,它们都显示了生命力,但都还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曾经想用一种比

较固定的课堂结构教下去,但我发现这不行,任何结构总是利弊皆有有的。由于教材内容不

同,教学手段不同 (要多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挂图、投影、幻灯等 ),学生实际不同9所以,

我们在完成大纲教材内容,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这个前提下,必须把课堂结构搞得新鲜活泼,

丰富多彩。

= 最优化课堂结掏白1尝试

根据以上几个原则,这一年多,我在课堂教学结构方面作了一些尝试9最近'我将已试

行的教法向学生进行调裔,结果列表如下 :

94



法  |赞 成人数
+,老师补充     |  23(注 )

⒈重点        |    54
|

|       40

F     |  12
5 | 知识、智冖竞赛
6 | 以写作带动或巩固对教材的理解

|       垂3

33

! 每周-节 “广采博览”课

8

9

补充课外篇段,促进迁移

小组讨论,老师根据学生提问讲授

48

46

10 ∷ 同学自改或互改作文——̄⋯——、—————————⋯-⋯—一⋯」-— 」̈兰~⋯__|
注:接受调查的人数为60。 第一项致法主要用在高一下学期,当时除一人否定外其余同学都赞赏。 后

来文理分班,这次调查有部分同学巳不在本班了。

以上课堂教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下面分别略作说明。

第一类可以叫做基本教法,就是说元论什么课文都可采用,也是使用得较多的教法。如

笫一种,高一下期也在用,第 2种则是高二上期的基本教法。第一种教法,老师的主导作用

主要发挥在课前对学生的自学指导上,教学生读书的方法,指导学生如何钻研课文,如何抓

住课文的重点难点进行讲课准各,甚至要指导他们设计练习。其次,在学生讲课时,老师必

须专心致志地听,然后结合同学们提的问题进行补充总结。这种教法的最大优点是把学生的自

学、理解消化、抽象概括、书面和口头表达等儿方面的能力结合起来了。期末同学们总结时

一致认为增强了学习语文的自觉性, 自学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初步懂得了学习语文的方法9

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口 头表达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性格受到了陶冶,听课专心,扩大了

课外阅读。当然这种教法也有缺点,主要是某些同学对不属于自己主讲的课文钻研不够,学
生讲课缺乏经验,基础知识不够落实,重点不够突出。在总结了这种教法的基础上,高二上

期我主要采用了第 2种教法,即学生自学钻研——相互议论研究——老师答疑讲解——巩固

迁移的四步结构。这种教法既保持了上一种教法着眼于培养能力的优点,又避免了知识不够

准确落实的缺点,信息交流也趋于多向反复。同学们基本上满意。第 9种 即小组讨论的结构也

可普遍采用。目前同学们不太放Jb的埭困是小组讨论不容易掌握好,容易漫无边际,不得要

领。我采取先给预习提要,师生结合拟定讨论题的作法 ,加 强指导,作好归纳总结。这学期主

要采用这种教法,我想它在开发智力培养能力方面可能会给学生更广阔的天地。

第二类是对课文有一定选择的教法,使用得不很经常,如笫 3种列表比较法,第 迳种完

全自学,第 5种知识、智力竞赛,第 6种 以写作带动或巩固对教材的理解,第 10种 同学自改或

互改作文。列表比较可以用在单课教学上,如为了理解祥林嫂的形象以及造成祥林嫂悲剧的



原因,我在教《祝福 》时设计了一个表让同学们阅读课文后填写,把祥林嫂三次在鲁镇出现

时的肖像、穿着打扮、行为特点、原因、结果集于一表,然后引导学生归纳,一下解决了几

个问题。教《虎吼雷鸣马萧萧 》又设计了李自成讲话前后以及随着他讲话内容变化而出现的

动作表情、环境气氛的变化的表格,让学生填写后体会作者怎样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和表

情来刻画李自成的英雄形象,体会环境描写对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列表法可以广泛地用在

相关课文的比较上,这方面我用得较多。知识、智力竞赛主要用在复习和知识迁移上。这种

形式紧张,活泼,很利于激活学生思维。在设计题时出发点不是考学生,而是扣住教材巩固

复习、检查运用能力。必答和抢答相结合,人人都得为本小组答题。以写作带动或巩圃对教

材的理解这种作法是过去读写结合的发展。过去的读写结合主要是学习课文的写法。现在这

种形式主要是写课文分析,着重内容或着重形式都可以,与列表法异曲同工,不同的是训练

了书面语言。高一上期我就开始用这种方法让学生进行单元小结,后来学生养成习惯, 自觉

写的也多起来了。

第三类是课内课外结合,进行
“
大语文

”
教学的方法,这主要指第 7第 8两种教法 (当

然其他教法也可以用 )。 所谓
“
广采博览

”
还是有限制的,虽 然不 直 接 讲课文,但所采所

览必须是语言训练、文学艺术,反正不超过语文的大范围◇这一期我利用每罔一节的广采博

览课搞过
“
影剧评介

” (小组讨论、全班发言 )、  “
名著简介

”
、 “

录音欣赏
” (优 秀 散

文 )、
“
书法比赛

”
、

“
智力竞赛

”
、

“
间题讨论

”
等。这种课同学们最喜欢,也最费老师的

心思,搞不好就成了玩耍课,所得甚微。另外还结合课文尽可能地补充课外篇段,每期我至

少都要补十几个篇段。同时每周有计划地听写5o个词语。这样一来,我每周用于课文教学的

时间只有三个多课时,密度自然加大了 (同学们自学议论至少占二分之一的时间 )。

总之,这一年多来,我始终记住前面那儿个原则,在 课堂教学绪构上,努力追求最优化,

尽量把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结合起来,把师生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听、读、说、写结合起来,

努力把语文课搞得生动活泼些。经过一段时间,同学们的读写能力有所提高。高二上期的期中

考试和期末考试,学校的考题比较灵活,难度较大,着重检查能力。我班虽然平均分不算高

(全年级平均63.2分 ),但阅读、写作能力的提高还是明显的:

|语文常识得分率 现代文阅读得分率 文言文得分率 : 作文得分率

期中考试 ∵  56.6%     6遮 ·4%  ∷  6硅 ·7%  |  68.7%

期末考试 |  59.3%  |  :0%  |  zO· 在%  {  73· 1%

当然,要做到课堂结构最优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更不是想当然地换一些花样。

但是只要把握住太纲教材,着眼于培养学生能力,从实际出发'形式生动,讲究效率,并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课堂教学结构总会日趋理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