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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系教学相应的教法更新刍议

郭让云

《中学语文教材体系研究》① (以下简

称 《体系研究》)上下册都已出齐,从 1g82

年秋在教学中开始按该书征求意见稿试用也

将近两年了②。根据教材体系进行教学,是

一个总的原则”教法应该发展9应与这一总

原则相适应。现仅根据笔者参加全书编写的

体会和教研工作的实践,特别是组织试教的

实践,浅谈几点与体系教学相应的更新教法

的意见。

一、系统训练

语文教学要求从难、从严地训练,而且

要求以训练为主线。但体系教学要求系统训

练。系统训练与一般练习不同,它要求教师

根据教材体系,胸怀训练序列,有 目的、有

计划、有步骤地把组成序列的各要点分置于

不同的课文中9通过学生这一主 体 进 行 训

练,最后形成教学大纲要求的听、说、读、

写能力 o

系统训练包括纵线和横面两个层次。

纵线层次:字 、词、句、语、修、逻和记

叙、说明、议论等都各有一条纵线o对每一

条纵线ρ都必须掌握其中一系列的训练点 ,

并较准确地确定每一训练项目的数量、程度、

位置,确定每一课、每一单元的训练重点 9′

并连点成序9完成该纵线的训练任务。只有

这样掌握了纵线,具体运用时才能做到心中

有数9言之有据,处置得宜。

童话、寓言、民间传说以及神话等是记

叙文中的一个大类。它要受记叙文体系的制

约,它本身也有一条文体常识方面的纵线:

初一册第八单元的 《皇帝的新装》和 《渔夫

的故事》,只要理解
“
故事是虚构的

”,知
道童话 “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幻想反映生活。

”

初二册第一单元选了四篇这样的文章,单元

练习小结了它们的共同点: “以幻想的方式

曲折地反映现实。
”
这已提到让学生理解的高

度。初三册第六单元又选了三篇 这 样 的文

章,在 “思考和训练”
中除了重提初二册的

要求外,还要求分析这种幻想的方式反映了

什么样的现实,能否实现 ,有何积极意义等。

至此,这方面的训练任务已基本完成。只在

有关的篇章中进行关于运用的巩固,加深的

训练。如高六册 《柳毅传》提出对龙君、水
ˇ
府等应该怎样理解。高三册 《促织》要求正

确理解文中的求神问 卜和小儿魂化蟋蟀,分

析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评价作者的态度。

教材的以上安排,说 明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序

列。掌握这根纵线,用 以指导各课教学就不

至于在初一、二册要求学生运用这一文体知

识,也不至于在高六册、高三册再去大讲文

体常识了。

据此,在初三册讲 《牛郎织女》及这一

单元的时候,就能有埋有据地处理几个练习

题了。练习题 (一 )前半谈文体知识,是巩固

性的;后半要求运用,是主体性训练项目o

这个主体性训练搞好了,后面两课阅读课文

的练习题 (一 )也容易解决,可以让学生相对

独立地阅读课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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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这类文体还要受记叙文体系

的制约。《牛郎织女》练习题(二)要求体会语

言的通俗流畅和描写的细致生动。前者可作

为语言方面的一项主要训练并用以带动 《连

升二级》的练习题 (二)o后者则是一个巩固

性训练,囚为第一、二、三单元及其后的知

识短文重点练习了描写。练习题 (三 )要求讲

说这个故事,是个准各性训练-因为 《连升

三级》练习题 (三 )要求选写民闻故事,在故

事会上讲述。练习题 (四 )要求标点L段关于

牛郎星和织女星的说明文字9复 习标点9同

时帮助正确认识幻想的形式9是个辅助性训

练。这一课,有的教师在试教中较详细地讲

了两条线索的问题o根据是:课文确有两条

线索,而且人教社出版的初中第三册教学参

考书的该课
“
课文说明”第二项分析了 “两

条线索分合交锴”,并在
“
教学建议”中作

为难点处理,还提供了两条线索 的板 书 设

计。课后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文章

的内容和形式方面可讲的很多.不宜什么都

讲 9也不必什么都要求学土掌握。从记叙文的

训练体系来看 9这课不宜讲两条线索。更不用

说去分析怎样
“
分——合一⊥分

”
等问题了,

因为初中只训练一般记叙能力,高中才训练

比较复杂的记叙能力多而两条线索是比较复

杂的记叙文的结构特点之一o高一册的《药》

练习题 (二 )和高二册的 《智取生辰纲》练习

题 (一)明 确要求进行两条线索的训练。初三

册怎么能不顾序列去抢占高一年级的训练位

置昵?教学实践也说明9那样讲 费力 不 讨

好,费时多9效果差。

横面屏次:各纵线问联系紧密9构成-
个横面,形成语文能力o这种横 的 联 系 配

合,交叉复杂9应该认真探究刊用。假如探

钻教材,特别是课后的
“思考和练习”,处

处从横面联系去考虑、发掘,是可以有很多

收获的。比如,一般都抓紧读写结合9也开

始注意三大文体间的横的联系9但把读写和

文体间均横面联系”综合起来考虑就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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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这正是系统训练的一项重妻内容 ,ˉ 芷

是培养语文能力的需要。现行通用的正式课

本中,已开始有这种文体交又的渎写结合作

文训练出现9我们应从系统训练的高度予以

重视9系统地训练这种现实生活中最需要的

读写能力。以高中第一工四册课本而论,共
口类十篇。

第一类:读记叔灾写迸叨文。①高一册

第二课 《长江三峡》,练习题 (四 )要求去掉

课文的描写戍分”写戊以介绍三峡地理状况

为目的的短文。②高二卅第五氵∶.元 妁单元练

习9要求写短文”说明祥林嫂、母亲、水生

各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及环境与三人

不同性格的关系 (说 明事埋的说叨文)。

第二类:读记叙文 (故 文)写 新 闻 报

导吕高一册第八课 《纪念刘和珍君》练习题

(五);先 堤示叙、议、抒 i占琮合运 }卩 均 乍

用,再要求用新闻报导这事件,改爱憎汪记

叙中透露出来。

第二类:读记叙文写议论文。①高一册

第五单元练习,要求洪了五篇小说 (包栝古

今中外,长篇、中篇)写 次书笔记,谈在思

想认识和写作方法上受到什么宙发。②高三

册第十七课 《失街亭》练习题 (四 )9要求以

《骄者必败》为题写一篇短评。③ i与三册第

十八课 《守财奴》练习题 (五 )箩 要求认真阅

渎课文并写⊥‘篇渎后感。④高四册第二单元

练习9要求取 《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里的

人和△为论据。写一搞评论。⑤∶与四0丹 第十

六课 《〈呐喊〉自序》练习题(`i)9要 求课

外阋读 《呐喊》,写一扁iJ:书 ti己 。⑥高四册

第十一课 巛项链冫纳;习 题(~),题的前半提

示了关子入物和忤E者 态度的五点,后半要求

写一筋评沦文章。

第四类:读议论文写新问报寻。高三册

第十四课 《崇高的理想》练习题(四 ),要求

联系课文,围绕青年入的理想问 题 开 座 谈

会,记禾后写一篇关于这次座淡会的报导:

这种要求是听、读、说、写能力 的 综 合 训



练,而且较一般报导要求高。

这些作文要求较高的读写能力,要求按

一定条件,在读写结合中综合运用多种表达

方式。这正是布鲁纳所指出的态度和原理的

迁移9他认为这是教学过程的核心问题③ o

八三年高考作文题也属这一类”不过它是先

看图,如呆换成先读一篇汁么文章,再写其

他两种或三种体裁的文章9这种文体交又的

读写结合的要求就更高一筹了。

从现行教材练习的编排而言,这类训练

还不很系统9我们可以补充,可以初步排列

成由浅入深的序列;教材练习也可能口臻完

善9使横面的联系更好地为培芥语文能力服

务。

二 、 统 一 过 程

《体系研究》中有钔l识 、能力、智力、

思想因素等栏目o系 统训练是培养能力的 ,

而能力的获得必须有知识基础,在培养能力

的过程中就发展了智力。
“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在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进行
”④ 9在训练的

过程中当然也进行了思想教育。因此 ,知 识、

能力、智力、思想几者不应割裂,而应在一

个统一的过程中完成,主要是在统一的系统

训练的过程中完成。只要教师的指导思想明

确9掌握统一过程,有所侧重9就能顺利完

成任务。

初五册第二单元是重点单元,包括三篇

论文。教师可以单元后的知识短文《论点和论

据》为指导 9组织精细的、有机联系的训练步

骤和各种小题,指导学生分别完成《论鲁迅》

的练习题 (一 )9 巛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

进》练习(一 )、 (三), 《说谦 虚》练 习题

(一 )等题目,从而让学生自己掌握各篇的论

点、论据。结合学习知识短文,再完成单元

练习要求的作文,这就能通过精心组织的系

统训练获得知识,培养了读写能力多在这一

过程中也就戈展了概括、分析、联系性等方

罨

面的智力9同 时提高丁思想。学生的各项能

力,虽是在统一过程中完成9但教师要心中

有数,有意识地进行,特别是对智力和思想

两项ρ否则又可能走入智力、思想 “
自然完

成论”的死胡同。

按统一过柱进行教Iρ 实际是体系精神

的要求9它有利于学生综合的自学能力,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快更好地形成。

三 、 一 整 四 合

《体系研究 ¤前言》指出: f要使 《分

课分析表》在教学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应该

掌握一个前提——抓住整体丿做到
‘
四个结

合’。”

这一个前提系指抓住 “
课″的整体,它

含两个层次:

1.文道统一,内容和形式是一个整体。∷

2。 就形式而言9一篇文章的字、词、句、

篇等也是一个整体。

课文要学生一篇一篇地渎,作文要学生

一篇一篇地写。文章不等于内容加形式,形

式也不等于词、句、篇的总和。这些东西是

有机组织在文章中的, “整体大于孤立部分

之总和
”这一系统论的定律当然也适合于文

章。毕业复习中的大量孤立的练习,之所以

事倍功半,忽视这一前提是重要原因。有人

把按体系进行系统训练说成 是 “只 讲 某 一

段、某一特点,囚 而灵魂被抽掉,思路被阉

割。”
这是∵种对 《体系研究》的误解。《体

系研究》的 “
前言

”就明确堤出: “
教学时

应以体系分析为指导¨⋯抓住‘
课

’的整体”

去变用 “
分课分析表v。

强调课文整体的方法是很多的9但决不

是要教师多讲才行,更不用说
“
满堂灌

”了。那

种自认为分析得头头是道才保证了课文完整

性的作法大都过时了;主要的方法还是前面

谈到的以系统训练为主 ,比如反复地朗读、熟

读”就是保持课文整体性的良好方法之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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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指四个结合。

其中的 “点面结合”即突出各课重点 ,

同时与
一

般项目结合; “
前后结合”,即注

意与前后各课 9以至前后各册的联系;“知能

结合”,即各项知识、能力、智力几者的辩

证统一。这些都如 《体系研究》所述9此处

不赘,仅就 “教学结合”
略作一点阐述。

“教学结合”也有两个层次 :

第一9 “教学结合″指教师按体系精神

教学时,不要机械搬用 《体系研究》,而要

与学生实际结合9符合学生各方面的实际水

平。这一点容易理解。

第二, “教学结合”主要指教师的教法

与学生的学法结合。教师如果根 据主 观 设

想,引导学生读写,虽然讲得不多9仍将收

效甚微。教师如能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研究

他们独立读写的顺序、规律9会 遇 到 的 问

题,如何解决¨⋯再根据这些设 计
·
教 学 方

案,设计训练题目、程序等,那将是真正的

启发,能较快较好地培荞独立的读写能力。

教师的主导就应这样通过学生这一主体而发

挥作用。     ∷

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很太程度上表现在精

心设计整套训练方案。应根据教材体系精神

从大处着眼,从每一课每一项训练着手,使

听、渎、说、写的训练由浅 入 深9循 序 渐

进,有机联系地逐-解决问题,最后完成教

学任务o其艰巨性当然超过 “满堂灌
”

教学

法的各课。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方法是多种

多样的9但和立体教育所指出的三个层次相

应的三种方法应弓l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传授法:这是低层次,是不可少的,

但不宜大量使用。使用时也应 “力求精炼”

抓住重点和难点,要言不烦
”⑥;并使这种

传授带有启发性。

2.指导训练法:这是较高层次,是主要

的方法。要指导学生昕、读、说、写、看、思9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

们学习的兴趣
”, “使学生生动 活 泼 地 学

·】00·

匀,发戾智力和能力”, “特期是 自学能

力,动手能力”9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学习方法″q。 大纲在谈到如何教时,除前

述讲课 “要言不烦″一处外9其他12处都是

用的 “指导”、 “
启发

”、
“
引导”、

“
让”

以至 “自己动脑、动口、动手”等词语。对

教刊中的阅渎课文,也是捉的 “要有计划地

指导学生学习”。谈到目的要求时,太纲不

但认为应 “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要的语文

知识,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而且谈到练

习时还十分强凋联系性和计划注9强调循序

渐进。这些都一再说明了指导训练法的重要

性。

3。 点引发现法:这是更高层次9也是不

可少的”但也不宜大量运用。为了表示与布

鲁纳的发现法有一定区另刂”加了 “点引
”二

字。这方法主要是指点、引导学生进行刨造

性学习,当然岜不排除学生独立地 “发现
”。

比如学生提出与教师、与教材不同的见解 ,

即使是错的,也应在肯定其思维具有创造性

的前提下 9实事求是地纠正其错误。学生的见

解是对的,就更该肯定”而卫̂还宜指点引导

学生总结其思想方法。一位教师教高五册的

《丑石》一篇,学生提出末段那个问号是用

错了。教师不但启发引导他谈出了理由一一

那个看似问句的主渭词纽实际是 “怨恨”的

宾语,而且肩发引导他总结其思维过程。他

说: “练习一”问到结尾部分有什么深刻合

义”)∶L就得逐字、迓句}}圩 绷钴研9觉得这不

象个问句”末一~句语调出扬不起9再一分析

语法结构,才发觉这不是问句。这样9指点

引导学生总结了精细闶读”发现疑点就深入

探究的学习方式9这是带创造性的。其他如

指点引导学生分析、归纳一些例句,发现诸

如古汉语宾语前置之类的语法规律;指点弓l

导学生比较记叙文单元和说明文单元中的描

写与说明9发现二者的区别,发现描写在两

种文体中的不同,等等,都是此法的用武之

地。



后两种方法不但要求学习知识9强调学

习结果,而且指引学生主动学习,重视学习

过程,强调学习知识、发展智能的方法。这

是培养进取型的语文能力十分需要的方法。

学生的主体作用主要表现在学习的积极

佳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动性上o要教育学生

发挥与教法的三个层次相应的积极思维9并

多多注意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可 以按 预

习、课堂、课外等环节总结并运用一些好方

法,如一般流行的最优学习方法等都是可取

的,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总结、运用一些

好的方式方法,等等。而通过系统训练培养良

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是最简捷有效的。

在 做 课 后的1“思考和练习”的过程中就不

但培养了能力,发展了智力,而 且 培 养 了

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初六册第六课 《菜

园小记》练习题 (一 ):“本文从大处着眼 ,

反映了延安的什么样的精神?从小处落笔9

写了种莱的哪些事?试结合课文具体回答。”

钻研这道题就不能满足于唯纯地得出答案。

从两问的联系来看,应该引导学生思考:第

一问提到的延安精神是怎样表现的,从而加

深培荞初三册第一单元曾提出的运用即小见

大的写法的能力。在回答这两问的过程中都

可培养概括力;分析用小事所表现的深刻思

想,还可培养本质分析力。题目要求结合课

文回答还提示了运用课文语言回笞问题的方

法,有助于养成认真读书,边读边摘记、勾

划等良好习惯。下面仅在初中一至六册中每

册选择一个重点单元 (第一册第二单元,第
二册第二单元,第三册第四单元9第四第一

单元,第五册第二单元,第六册第四单元),

就课后 “思考和练习”的训练所需方法和可

以培养的习惯”统计于下。总计十二类,共
玉35项次。

1.明确目的、审题的学 习 习惯:18项

次。明确练习的目的9明确教师引导训练的

意图,认真审题9全面掌握要求。要注意教

师的启示,特别是有些题目前两旬甚至大部

分都属提示,更必须领会深透,据此解题。

2。 作书间笔记的习惯:1g项次。仔细阅

读课文9边读边根据题意批注、摘录或作出前

后统一的各项记号9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等

工作。

3。 多感官协调并用的习惯:n项次。手、

脑、口、眼、耳各种感官协调9共同发挥作

用。把听、说、读、写、看、思等 等 结 合 起

来,可以加深记忆,加快速度,培养综合型

智能。

姓。摘注忆比法: 硅项次。这常用在复习 9

加深某项知识、训练的时候。先看题意,摘

录出有关词、旬、段 ,注 明其用法、作用,再

与学过的该项的用法、作用比较,确定其在

新的语言环境中的用法、作用。

5.关键语言法:12项次。选用课文语言

概栝段意、中心,回答问题,或研究某句、

某段语言,注意抓住关键句、段,如段首、

段尾句,首尾段等,从而掌握解题的钥匙。

6。 比较法:19项次。在同一关系下对事

物的实质进行比较。纵比横比、时间比、空

间比·比同中之异,比 异中之同等等。

7.联系法:22项次。如研究一题多问问

的联系9研究句与句、段与段等之问的联系,

联系知识短文、附录等进行分析,等等。

8。 尝试法: 4项次。有一定根据地试着

解答;及时反馈,错了就分析小结一下,换
一个角度再试作解答,不断修正,最后找到

正确答案。这是培养自学和研究中很需要的

逆向思维能力的良好方法之一。

9。 读思体会法:14项次。反复阅读或表

情朗读课文,深入体味,认真思考,从而进

行分析或想象等。

10.结构入手法:6项次。如根据文章特

点或某些标志,从篇章结构等入 手 进 行 分

析。

⒒。归纳整理法:3项次。如归纳整理某

项知识的几个方面,某几篇文章的内容、形

式方面的某些问题等。  〈下转第6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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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不是超越这个计划范围,而是要改变

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 列宁全集》第35卷 584

页)因此 ,为 了适应新经济政策,必须改变全

国的计划工作和管理体制,改变领导工业的

形式和方法,取消简单的行政命令和全国集

中统一领导全部工业的作法,把统-性和灵

活性结合起来,有计划的利用商 品 货 币关

系。这个政策就是把货币、价格、信贷、利

润等价值手段,作为计划领导和经济管理的

手段,作为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同时,国家

要学会经商,成为批发商, “用自由贸易击

败自由贸易
”(同上第82卷 JB8页 )o

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商业原则包括两个方

面:第 -ˉ =,计划原则。企业活动服从全国统

一的计划。第二,适应市场 需 要。研 究 市

场,占领市场。把集中的计划原则与发挥企

业的主动性结合起来。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

管理原则,除计划经济、经济核算外,还有

节约制度、国家利润、个人和集体的物质利

益、对劳动和消费的监督等屋要原则。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

(上接第101页 )

⒓。其他:3项次。如快速书写,利用工

具书的某种方法等。

象这样一题一题地培养良好的学习方法

和习惯,日久自见功效。教师若能从课到单

元、到册再到全套教材系统钻研,统观练习

题这方面的内部结构,必能成竹在胸地进行

学习方法和习惯的培养,极有利于自学能力

和习惯的形成;同时,这也是教材体系研究

和运用的一个方面。

凡是有利于培荞能力、发展智力的教学

方法都是好教学方法。过去的语文教学积累

了不少好的教法,有人曾统计有 四 十 种 以

上⑦o此后发展,当 日益增加。这里仅提出

一些与体系教学相应的教学方法 及 有 关 问

题。有些已涉及教学原则,但未从原则的角

度进行论证和加以运用。这里绝无以偏概全

·62。

率, “
使每个国营企业不但不亏损,而且能

够赢利。”
(《 列宁选集》第4卷 583页 )列宁要求

把国民经济一切大部门的管理,都 建 立 在

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上,企业要实行个人负责

制。根据列宁的这些原则 ,苏维埃国家废除了

总局领导制,改组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

国家计划委员会,建立和完善了托拉斯,规

定了地方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权力,协调

和制订中央和地方、中央各部门之间的计划

工作,逐步消除了混乱现象,使国家一步步

地走上了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道路。

列宁领导苏俄在探索过渡到让会主义的

经济政策、途径和方法的实践中,经历了痛

苦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找到了我们

今天认为是常识的一些原则、方式和方法。但

是,由 于后来过早的结束新经济政策,没有

使这个政策的经济潜力和政治潜力充分的发

挥出来,给苏联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

带来了消极影响。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

应采取分析ng态度,抛弃错误,吸取对我国
“四化

”
建设有益 n勺 经验。

或认为只有这些方法才是最好'的语文教学方

法之意,仅仅希望能在发展教法的长河中增

添几条波纹。

注释:

①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材教法研究室中学语文 组主

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1982年秋,当 时的四川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编印了单册

教材体系研究的征求意见稿,并开始试教;1θ 88年春又

出了双册的征求意见稿,继续试用。1g88年修订后,于

秋天正式由出版社出版上册 (单册),1θsJ年春出版下

册 (双册)。

③ 布鲁纳:《 教育过程》。

④ ⑤《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⑥ 1θ 83年 8月 10日 《教育部关于进-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

质呈的几点意见》。

⑦ 1g82年 2期 《语文教学研究通讯》 (全国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