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 课 怎 样 才 算精 ?

丿丨丨师 中文 系 雷 履 平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9教师和学生花主要的精力和大量的时间用

在课堂上,它是完成语文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的倾向是:课堂上旁征博引,

节外生枝,课时花得多,内容讲得杂,重点不突出,倾向不鲜明,闭塞眼睛捉麻雀,大

大脱离了学生实际。 〃精讲
”,就是针对这样的后况提出的。讲课怎样才算精 ?

一是要讲得准确、鲜明、生动。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if一贯提侣的革命文风。在这三个

标准中,准确性是第一位的。

所谓准确,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

问题。毛主席在 《反对党八股》里写道: “文蕺 I客观事物的反映,雨事物是曲折复杂

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太意,就楚不懂得儆文章的超犸知识。
”

教学也是这样9要大量占有材料,要区别对待材料◇要分析哪些是现象,哪些是本质 ;

哪些在彼时彼地才起作用,哪些在此时此地起作用舅古代文学这产里9哪些是精华9哪

些是糟粕,哪些精华里含有糟粕,°Ⅰ阝些糟粕里又合有精华,等等。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千

汇万状,曲折复杂的,简单化不得。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才能克

服教学里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克服主观主义。比如讲 《陈挂起义》这一课,我们应该对

秦代历史有一个概略的了解,深刻认识秦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

的矛盾,在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坚决打击封建剖据的六刁旧势力9实现祖国统一的同

时,也加深了和农民阶级的矛盾。陈胜、吴广的起义,生动地说明了毛主席指出的 “地

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迪使农民多次池举行起义,以反抗地盅

阶级的统治”这-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抓住 “天下苫秦久矣
″这一关键句子9讲清社

会的主要矛盾 ,就能把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压迫和农民的反抗这一本质的问题讲深

讲透。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旬响亮的革命口号,是课文里的又一关键句子 ,它反映了

广大贫苦农民要求摆脱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9改 变无权地位的迫切愿望 ,是革命人民的

心声。它说明陈胜已经打破了宿命论的思想9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是这篇文章的精华。

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9他

们只能建立 “帝】将相”的政权,结果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

具o陈胜的这句话 ,强 调 “帝王将i泪
”的作用 9精华里又包含着局限。 “四人帮

”的爪牙

为了篡党夺权 ,大搞午古为帮用
”
,把 秦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胡说成是封建地主阶级同奴隶丰

阶级代表人物赵高的矛盾,胡说农民起义为法家上台扫清了障碍,为法家路线的推行创

造了条件,肆无忌惮地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把 “天下苦秦”讲成赵高、胡亥反动统

治的结果。这就不仅为封建地主头子秦始皇开脱罪贲,美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

而且也无法讲清楚
“
天下膏秦久矣

”
这句话的 “

久矣
”两个字,是典型的唯心主X的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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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由此可见,只 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课文9才能把课文讲准确。

所谓鲜碉,实际上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待真理和谬误的问题。真理是在同谬误的

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堂课总得阐述一些正确的道理,驳斥一些荒谬的 论 点,提 倡 某

些,反对某些,有破有立,爱憎分明,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上面我们提到讲清秦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为了阐述阶级斗争观点,帮助学生树立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讲课中不抓本质,只 抓枝节,爱憎不分明,感情

不强烈,不痛不痒,是没有战斗力的。

所谓生动9实际上是吸收新的科学成果反映社会进步和l社会革命新成就的问题。人

云亦云,老生常谈,没有新忘,缺乏创见9是不生动的。耍提高教学质量”不仅要求我

们复述前人的研究成果,还要求我们整理它9总结它,发展它。

生动和准确应该统一起来。标新立井,辞众取宠,不算生动;生动和鲜明也应该统

一起来。模梭两可,立场模糊9也不算生动。要用鲜明的,具有感情色彩的教学语言来

表达正确的思想。

生动在教学中更多的是指教学语言说的,但也涉及教学内容。如果对内容没有深刻

的理解,不能深入浅出,讲到点子上,也谈不~L生动。生动是与庸俗陈腐,卖弄噱头 ,

矫糅造作绝缘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讲中国文化革 i命 的主将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时9举了鲁迅的两句

诗 :“棋眉冷对干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然后加以解释说 s“

‘
千夫

’
在这里就是说敌

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 ‘
孺子

’
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

众。
”
并号召我们学鲁迅的榜样9 “

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
牛

’9鞠躬尽瘁9死雨后

已。
”
你们看,讲得多准确,多鲜明,多 生动!给我FI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二是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

课堂教学,只是教学活动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只能讲教材里的主要的、基本的、带

关键性或阶梯性的材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讲得面面俱到,巨细不遗。教师不可能把知

识宝库里的十八般武器一一交给学生9而是要把打开宝库大门的钥匙交给学生。不仅要

学生闻十知十,而且要他们一隅反三,闻一知十o这就要求教师认真各课,详尽地占有

材料,细心地研究材料9冷静地分析材料,然后披沙拣金”加以取舍。各课时的多和讲

课时的少,是一个统一体。

比如讲列宁的 《欧仁 。鲍狄埃》这庙经典著作,就要了解列宁写本文时是在 “十月

革命
”

前四年,是俄国工人运动正由f氐 潮转入高涨的转变发展时期,这时革命因素和战

争因素都在增长。国南l局 势极度紧张,帝目主义正在酝酿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

里的机会主义领导,竭力煽动民族主义肯绪,严重地破坏了国际无产阶级队伍的团结和

统一。这就给国际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非常因难的局面。这时列宁高举马克

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团结第二国际的左派9为坚持正确原则,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

他宣传鲍狄埃的光辉事业,就是为了向各国元产阶级进行反对修正主义9坚持国际丰义 ,

的教育,启示他们走鲍狄埃的道路,实践 《国际歌》的理想9联合起来,为实现共产主

义而团结战斗。了解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9也就比较容易领会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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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教育我们唱 《国际歌》的深刻含义。这样9教学目的就清楚了。

明确课文的教学目的是掌握重点的前提。教学中要围绕教学目的来选择重点。仍以

《欧仁 ·鲍狄埃》为例:这篇文章以 《国际歌》为线索,讲了纪念鲍狄埃的原因;讲了

鲍狄埃的战斗一生和《国际歌》的国际意义与国际影响舅讲了对鲍狄埃和他作的《国际歌》

的评价。内容这样多,突出什么呢?从教学目的出发,重点应该放在最后一段,即列宁

对鲍狄埃和他作的《国际歌》的评价上。这一段中还应该精讲两个关键语旬:一个是鲍狄

埃 “
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纪念碑

″。这句话初中学生理解起

来很困难,既是重点,又是难点。用 “纪念碑
”来象征 《国际歌》的长远流传,表达了

列宁对 《国际歌》的热烈赞赏,这点容易理解。关键在 “非人工所能建造”这个定语不

好理解。它包翁着两层意思:一层是它不是物质的,是精神的,另一层是它是永恒的,

不是任何物质力量所能摧毁的。这就是 “真正”一词的含义。它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新

的里程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是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晶。它以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永恒真理而使自己具有无限生命力,将永远矗立在无产阶级的战斗征途上。第二句是

列宁热情赞扬鲍狄埃 “是-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妁宣传家
”。这句话字面上好理解 ,

但它内在的含意,初 中学生理解起来就困难了。它是说:鲍狄埃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文艺

战士,在贫困中,他没有潦倒;在敌人的迫害下,他没有退缩9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

没有动摇。他以自已战斗的一生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用 自己的歌曲立传马克思主义。他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歌曲的灵魂”又把自己的歌曲作为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工具o他

作为无产阶级的第一批革命歌手,用他的创作开创了无产阶级用文艺形式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光辉道路。列宁就是这样用夹叙夹议,高度概栝的抒情语言来评价鲍狄埃战斗的一

生,表达他深切的悼念的。这样讲,决不是穿凿附会,刻意求深。讲清楚重点段落里的

关键语句,就能向学生进行本文所要达到的团结战斗、反亩反修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写叙

述、议论、抒情完美结合的纪念文章的语文知识教育。

找出主要矛盾,突出重点,突出特点,讲懂课文里的重点段落和一些关键词句,往

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突出重点并不是说重点以外的可以不讲,而是说根

据课文的特点,围绕着重点讲,凡是可以阐发重点的就讲9其它也要略讲,才能有点有

面,点面结合。总之9要讲到点子上”决不能在课文外去网罗材料,堆砌材料,也不能

把教学程式化,八方出击,平均用力,更不能抓住一些似是而非的重点,加 以突出,这

样就会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得出错误的结论。

贯彻精讲多读勤练的几.虫 体会
成都七中语文教研组

精讲、多读、勤练,是古今中外干百年来人们掌握语言文字的经验总结9也是理论

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在语文教学中的体现。讲是读写训练的基础”读写训练又是讲的继

续,也是使学生由懂到会的必要步骤。只有做到精讲,才能给学生进行多动口、多动脑、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