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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篇文章中将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划

分成本体性教学内容和非本体性教学内容。所

谓语文本体性教学内容指的是反映语文课程本

质特征的、区别于其他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包

括语文知识、语文策略（方法）和语文技能。所

谓非本体性教学内容则包括情感、态度、审美、

价值观教育、多元文化的学习、创新精神的培养

等，这类教学内容是由基础教育各门课程共同

承担的。语文作为一门以“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理所当然地应该以本体

性教学内容为目标展开教学，而情感、态度、价

值观等非本体教学内容应该是渗透在语文知

识、方法和技能的学习过程之中的。遗憾的是，

一直以来我们的语文课都是以课文思想内容的

理解为主要目标，并且围绕课文思想内容理解

来组织教学的，这就造成了语文课程本体教学

内容与非本体教学内容的错位，异化了语文课

程性质，这是我国语文课程长期难以走出教学

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

常态的语文课教学流程大多是“初读课文—

分段讲读—总结提升”。这样的教学流程主要是

为了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瞄准的是非本体教学

内容。比如一位教师设计《爬天都峰》教学过程：

一、紧扣课题，承前启后；

二、深入读议，体会“我”受鼓舞爬上峰顶；

三、启发想象，明白“老爷爷”也是受鼓励

爬上峰顶的；

四、总结课文，明白道理。

明白什么道理呢？就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互

鼓励，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样设计

教学，学生最后获得的只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方

面的收获，偏重的是非本体性教学内容的教

学。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另一位教师设计的《爬天都峰》教学过程，没

有把重点放在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分析上，而是

抓住每段课文的特点教学课文的写作方法：

一、初读课文，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二、学习第二段，学习景物描写；

三、学习第三至五段，学习人物对话描写；

四、学习课文第六段，学习人物动作仿写；

五、总结课文，明白道理。

应该肯定的是，这位教师是围绕本体性内

容展开教学的，各环节教学过程中教师抓的都

是语文知识或语文方法：归纳课文主要内容，学

习景物描写，学习人物动作描写，学习人物对话

描写等。这些都是小学生应该学习的阅读方法

或写作方法。三年级学生开始学习写作，要把

内容写具体，需要掌握这些基本的人物和景物

描写方法。教师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否能取

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呢？我们知道，教师课堂上

教了什么，这只是教师的主观愿望；学生事实上

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学会，特别是中等以下的学

生是否学会，这才是判断一堂课教学效率高低

的关键。在一节课短短的40分钟时间里交给学

生三四种阅读、写作方法，显然只能是蜻蜓点

水，浅尝辄止。教师追求的是“教过”了，而不是

学生的“学会”了。从追求“教过”到追求“学

会”，是语文教师教学观念的一大转变。

从追求“教过”到追求“学会”
——再谈围绕本体性教学内容组织教学

□ 吴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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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目标定位在学生“学会”上

其实一堂课的教学效率不在于教师“教过”

多少知识，而在于学生究竟“学会”了多少知

识。这一点语文教师应该向数学教师学习。数

学教师在一堂课里教学的内容非常有限，比如

有关圆的知识，可能分解出：认识圆的半径、直

径，认识圆周率，求圆的周长，求圆的面积等

等。数学教师不会在一堂课里将有关圆的知识

全部教完，一般只教一点。数学教师教学时间

的分配，一般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新授知识，三分

之二的时间让学生操练。这样教学有何道理？

道理很简单，因为小学生学习这些数学知识，

“理解”是一回事，“会用”又是一回事。数学教

师是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教学的，更多考

虑的是学生的接受能力，不仅仅是优等生的接

受能力，而是瞄准中等以下学生的接受能力。

当下语文课教学语文知识或语文方法，教

师追求的往往是“教过”了，而不是追求学生是

否“学会”。比如《爬天都峰》第三环节学习“人

物动作描写”，这位教师是这样设计的：

1. 默读第六段，画出描写人物动作的词语。

2. 交流学生画出的动词。(教师板书)
3. 学生朗读第六段，体会课文是如何通过

这些词语把人物动作描写得很具体的。

接下去又开始教学后面几个小节，认识人

物的语言描写。

我们发现，语文课的问题就出在教师的目

标定位上。我们的教学目标往往定位在学生

理解、认识这种写作方法，“认识、体会”了课文

中人物动作描写的方法就完事了。其实认识

“人物动作描写”这种写作方法的最终目的是

让学生运用这种方法去学习写作。学生仅仅

“认识”或“理解”了人物动作描写，而离其能够

运用这种方法描写人物动作，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语文教师教学一些语文知识或方法，往

往满足于“教过”了，因此几乎每篇写人的记叙

文都在教学“人物的语言描写，心理活动描

写”，每篇写活动的课文都在教学“环境描写”

“场面描写”，每篇说明性课文都在教学“说明

的方法”，等等。从小学一直教到中学，可有些

学生写作文还是不会人物描写、环境描写、场

面描写。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教师只管“教

过”，不管学生是否“学会”。

二、如何实现从“教过”到“学会”的转变

其实无论是语文知识教学还是语文方法教

学，教师都应该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来进行。

一般来说，学生学习一项新的语文知识，都需要

经历“认识—实践—总结”这样一个完整的认知

过程：无论是比较简单的语文知识的学习，还是

比较复杂的阅读方法或写作方法的学习。

再回到《爬天都峰》这篇课文的教学。如果

将学习“人物动作描写”作为这一课的教学内

容，那么首先要通过实例来辨认什么是人物动

作描写，接下去教师的工作应该是让学生通过

自己的实践去尝试运用这种写作方法。这段教

学可以这样设计：

1. 读下面两段话，比较课文是怎样描写人

物动作的：

（1）我奋力向峰顶爬去，一会儿攀着铁链

上，一会儿手脚并用向上爬，像小猴子一样……

爬呀爬，我和老爷爷，还有爸爸，终于都爬上了

天都峰顶。

（2）我奋力向峰顶爬去，爬呀爬，我和老爷

爷，还有爸爸，终于都爬上了天都峰顶。

2. 画出第（1）段话中具体描写“我”爬天都

峰时的一系列动作，想想这些动作有哪些作用。

“我奋力爬，一会儿攀着，一会儿手脚并用

向上爬，爬呀爬，终于爬上……”把“我”奋力爬

天都峰时的动作描写得很具体。第（2）段话只

写了“爬呀爬”，没有把动作描写出来，所以看不

出“我”究竟是怎样爬天都峰的。

3. 朗读这段话，想象“我”爬天都峰时的动作。

课文没有描写老爷爷爬天都峰时的动作，

你来试着描写一下老爷爷的动作，然后再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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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描写的作用。

4. 交流总结动作描写的方法。

首先是通过两段话的比较，让学生通过实

例认识什么是“人物动作描写”；接下去通过画

出动词和朗读，体会文章中动作描写的作用；然

后是让学生通过想象描写老爷爷爬天都峰时的

动作，尝试运用这种写作方法。如果只是读读、

画画、议议，学生只是认识了动作描写，获得的

只是抽象的、模糊的概念；只有通过亲自动手操

作实践，学生才能真正学会这种写作方法。也

只有通过实践运用，学生对这种方法的认识才

能变得清晰、具体，才能真正“学会”。

三、按照“认识—实践—迁移”的程序设计教学

语文课应该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按照“认

识—实践—迁移”的程序来设计教学流程。必

须认识，“初读课文—分段讲读—总结提升”这

样的教学流程，其实只是适合课文思想内容的

理解，按照这样的教学流程组织教学，学生获得

的只是碎片化的语文知识或方法，留下的主要

是课文思想内容的痕迹；只有按照“认识—实践

—迁移”的程序设计教学，学生才能真正学会这

堂课教师所选择的本体性教学内容。

下面我们一起来研读于永正老师教学《月

光曲》这篇课文的教学过程。这堂课于老师设

计的教学重点是“学习‘事物和联想’，体会文章

中联想的作用，并通过修改习作，认识习作中加

上作者联想的好处”。

第一课时主要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读懂读

熟课文，结合课文朗读教学生字词语。这些是这

堂课必须完成的基础性教学内容。第二课时重

点教学“事物和联想”，这是这堂课教师新授的教

学内容。于老师是这样设计教学流程的：

1. 认识“事物和联想”。

（1）读第九自然段，分辨哪些写事物，哪些

是联想。（2）去掉了这些联想的句子，这段文字

有什么变化（失去99％的美）。（3）小结：读文章

时分辨“事物和联想”的作用。

2. 拓展延伸，实践操练。

读短文，画出联想的句子，再想一想，如果去

掉了这些句子会怎么样？加上去有什么好处？

3. 拓展延伸，迁移写作。

（1）修改短文《荷花》。（2）修改后交流。

首先认识什么是事物描写，什么是作者的

联想，这时学生学到的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

种陈述性知识；接下来让学生认识联想在文章

中有什么作用，通过比较和小结，让学生明白读

文章时要分辨“事物和联想”的作用，这样学生

学到的是一种阅读的方法，一种程序性知识；然

后还需要通过实践，在新的语境中去运用，这样

学生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并掌握这种阅读方法；

最后再引导学生去修改一篇习作，让学生认识

联想在写作中的作用，通过运用将“事物和联

想”迁移为一种写作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典型

的从“认识—实践—迁移”的完整学习方法的教

学流程。

按照学生的认识规律设计教学流程，语文

教师在设计教学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一堂课“教什么”。也就是一堂课

除了完成生字新词教学，读懂理解课文内容这些

基础性的教学内容之外，还准备新授什么教学内

容，新授内容应该就是这堂课的教学重点，一堂

课的教学内容不能碎片化地添加，一定要明确、

集中。这应该成为语文教师设计教学目标、选择

教学内容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语文教师必须

学会“舍弃”，明白“有所失”才能“有所得”的道理。

第二，按照“认识—实践—迁移”的程序设

计教学流程。常态化的“初读课文—分段讲读

—总结提升”的教学流程瞄准的是课文思想内

容的理解，不符合学生语文知识或语文方法学

习的规律。语文教学流程理所当然地应该瞄准

本体性教学内容的学习来设计。

第三，一定要保证学生“实践”活动的时

间。“实践性”是语文课程的一大特点。教师必

须明白，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在语文实践过程中

“习得”的，而不是教师“讲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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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是个纺织厂女

工。小时候，总觉得她特能干，

能将一些零头布拼拼接接，做

成围裙、萝被（现在称夏凉被）

面子等有用的物件。伴随着缝

纫机“嗒嗒”的工作声，各种颜

色的零头布不一会儿就变废为

宝了。好羡慕！

当小学语文教师好些年，忽

然意识到，小学语文课堂也有好

些这样的“零头布”——一些零

零散散的课堂剩余时间。三分

钟，五分钟，八分钟，它们散落在

课堂里，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初

为人师时，和不少年轻教师一

样，常常一边将这些零头时间随

意挥霍，一边抱怨语文教学时间

紧张，目标没法落实。

综观当下小学语文课堂，

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

小学语文老师大多兼任班

主任。课堂时间稍有盈余，便往

往忍不住处理起班级琐事来，或

批评做错事的学生，或指责班级

不良现象，苦口婆心，唠唠叨叨，

搞得学生不胜其烦。大量的零

头时间就这样被浪费掉了。其

实，这些零头时间完全可以用

来做好多事情——

培养兴趣——著名教育家

孔子有语：“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

对课外某些语文知识特别感兴

趣，我便准备了一些学习材料，

如学生感兴趣的书籍，作者的

趣闻轶事，自己读书的心得感

受等，利用课堂上零头时间推

荐给学生。短短几分钟，充实

了语文课堂，激发了学生语文

学习兴趣，效果特别好。

分享作品——学生的习作

也是作品，应当得到足够的尊

重。我告诉学生，他们的习作

也应享有“著作权”，包括公开

口述权、传播权、展示权、修改

权等。零头时间，可以让学生

用他们喜欢的方式交流分享各

自的“作品”：一段感人的日记，

一篇精彩的小作文，一个蕴含

哲理的句子，都可以拿来展示

交流。教师，也是平等交流中

一员，与学生一起感受分享作

品的快乐。

开展小活动——语文是一

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在活

动实践中不断提高能力、培养习

惯。零头时间，可以开展一些学

生喜欢的语文实践活动，如词语

接龙、绕口令比赛等。活动设计

最好能与教材学习有一定的关

联度，这样既丰富拓展教材学习

内容，又活跃课堂气氛，培养语

文能力与习惯。

苏霍姆林斯基曾用这样的

文字描绘他的学生：“我凝视着

那一双双乌黑、淡蓝、墨绿、浅

灰色的眼睛，觉得每个儿童此

刻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小窗

口，入迷地观看着蓝天和大地、

太阳和月亮、鲜花和飞鸟，而且

每一个小窗口互不相同，各有

特色。”望着这一双双眼睛，你

就该知道课堂上那些零头时

间，对他们的成长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用好这些零头时间，是我

们每位教师的义务和责任。

（江西省教育厅教研室）

用好语文课堂零头时间
□ 徐承芸

以往的语文课教学效率之所以不高，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师讲得太多，因为教师只

管“教过”，不管学生“学会”。现在要追求学生

“学会”，那么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教师讲的时

间，把更多的时间让给学生，保证学生有充分时

间进行学习语文的实践活动。如果我们的语文

教师都有这样深刻的课程意识，围绕明确的教

学内容来设计教学流程，那么我们语文课的教

学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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