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语文陈述性知识的学习是完成语文教育教学目标、积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环节，但其

教学现状不利于实现知识与知识、知识与能力之间的联系过渡与转化。教学中，语文陈述性知识的呈现应该

坚持低成本、实用性、资源效益最大化等原则。语文陈述性知识呈现的主体应该多样，呈现的时机要考虑其

与文本内容及教学步骤之间的关系，呈现的样态要尽可能考虑以让学生动起来为特征的参与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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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

陈述性知识的学习，这些陈述性知识是进一步

学习的基础和支架。但由于陈述性知识有其

特殊性，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如何呈现是需要教

师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主要以阅读教学实

践中遇到的文学常识、文体知识、文化常识为

例，谈谈陈述性知识教学的现状，探究其原则，

提几条关于陈述性知识呈现的主体、时机及样

态的策略。

一、陈述性知识教学的现状

认知心理学将知识分为两类，即陈述性知

识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也叫描述性知

识，是个人能用语言进行直接陈述的知识，这

类知识可用来区分和辨别事物。在语文教学

中，陈述性知识是“凭借”，是听说读写等程序

性知识产生的基础。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新获

得的知识应纳入学生已有认知结构的有关知识

系统中，彼此同化，融为一体，才会形成新的认

知结构。所以，语文陈述性知识的学习、保持和

运用，有利于学生拓展背景知识、优化认知结

构，是完成语文教育教学目标、积累语文学科核

心素养的基础环节。

文学常识、文体知识、文化常识这一类陈述

性知识的学习是语文教学的重要而常见的内

容，它们是阅读教学乃至写作教学的前提和支

架。作为一种前提性或辅助性知识，在语文教

学实践中，语文教师都能予以重视，但是对如何

呈现以及呈现的主体、时机、样态的逻辑性和目

的性，呈现方式的选择之于学生的学习规律、效

果等问题，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思路，随意性较

大。还有，大部分教师都将陈述性知识的教学

放在一堂课（一篇课文）的第一个时间单元，认

语文陈述性知识的有效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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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知识是要在学习课文之前学习的。但实

际上，这种做法给人的感觉是，讲授过了就算完

成任务了，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了。

对于这种现状，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这些知识是不是只由教师或只由学生来

呈现？第二，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些知识打包集

中学习，而且放在一堂课（一篇课文）学习的开

始阶段呈现？第三，作为45分钟的一节课，用

6～7分钟的时间单元教学（以讲授为主）这部

分内容，而且讲完就有放在一边的感觉，有没有

造成资源的浪费？第四，这样的教学设计，有没

有考虑陈述性知识学习的规律及陈述性知识与

程序性知识转化的过程？知识与知识、知识与

能力之间联系过渡的机会是不是会被弱化？笔

者在实践中发现陈述性知识的教学也是有一定

的原则和策略需要遵循的，具体如下。

二、陈述性知识教学的原则

语文陈述性知识一般包括语言知识、文章

知识、文学知识、文化知识等，文学常识、文体知

识是包含在其中的，它们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的

呈现，应该坚持低成本、实用性、资源效益最大

化等原则。

对于静态的但又必须学习的陈述性知识要

尽可能降低教学成本。如果在教学中教师专门

用较长的时间单元进行集中“解决”，不仅会出

现教学环节的撕裂，而且会冲淡教学的主题，造

成高耗低效。有些知识可以随文讲解、分散学

习，这样不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有些知识能让学

生呈现的尽可能让学生呈现。当然，有些陈述

性知识的学习还可以在课前课中课后以练习的

形式出现，以调动学生的知识储备，发展学生的

思维能力。

陈述性知识的学习还需要坚持实用性原

则。例如，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系统地

教授语法知识，其实对一些偏僻的几乎遇不到

的修辞花较多时间来教学是没有必要的。还

有，讲不清楚的、难度大的知识也不要讲得

太多。

此外，要发挥陈述性知识的凭借功能、支架

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实现陈述性知

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过渡，实现资源效用的最大

化。学习的形式要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教学

中可以让学生较早地参与到对陈述性知识整理

加工的过程中，因为组织语言、准确有效的表达

本身就是经历知识、让知识内化的过程。学生

小组之间的成果展示，能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学

习，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师还要充分考虑静

态的知识和文本内容、教学环节之间的关系，从

而建立知识之间的最近联系，便于学生知识的

同化和建构，促成语文素养的形成。

三、陈述性知识教学的策略

1.陈述性知识呈现主体的选择。

陈述性知识主要用来回答“世界是什么”的

问题，是相对静态的知识但也是学生学习必不

可少的知识。因此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诸如文

学常识、文化常识、文体知识等陈述性知识，一

般都是由教师直接作为呈现的主体。但是这些

知识大部分都有“易得性”，所以笔者认为对这

类陈述性知识呈现主体的选择可以有三种方

式：对于比较简单又容易获得且内容没有争议

的陈述性知识，可直接由学生作为呈现主体，例

如，对《饮酒（其五）》《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

的介绍，对《诫子书》《出师表》的作者诸葛亮的

介绍等。而对于需要补充、学生较少接触，或是

课外文本阅读等所需要的陈述性知识，则可由

教师作为主体呈现，例如，《河中石兽》的文体

“志怪小说”“笔记体”及其特点；对当前的一些

新的研究成果、一些前沿问题，虽然不会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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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上，但可以开拓视野，引发学生思考的文学

知识、文化常识等也应由教师作为主体进行呈

现；第三种情况，有些陈述性知识可以由教师和

学生共同呈现，例如，说明文的文体知识，在学

习文本之前，可以由教师将说明文的一般知识

介绍给学生，而在学习结束之后，再由学生作为

呈现的主体，只不过这时候不是由学生简单地

复述说明文的一般知识，而是要求学生用文本

中的例子使学过的说明文文体知识变得丰满起

来，最终形成思维导图。

2.陈述性知识呈现时机的优化。

陈述性知识的呈现也未必一定在一节课或

一篇课文学习的起始阶段，需要考虑陈述性知

识的内容与文本内容以及与教学步骤之间的关

系。例如，一些关于作者的经历、身世、特点、时

代背景、写作背景等内容，大可不必全部放在相

应学习的起始阶段呈现。在学习《石壕吏》“二

男新战死”“惟有乳下孙”“出入无完裙”“老妪力

虽衰”“犹得备晨炊”等内容之后，再呈现“安史

之乱”的时代背景，就能起到较好的释疑效果，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中包含的“战乱的时代

大背景之下百姓的苦难生活”这一主旨。这里

教师还可提出疑问：为什么文本中并不能明显

看出作者对官吏的谴责之情？此时教师可以呈

现作者的实际心态：忧国忧民的杜甫希望政府

军队兵源得到补充，以早日结束“安史之乱”，早

日结束百姓的疾苦。这些背景性知识放在学生

疑惑处，放在和文本内容紧密关联处，从认知规

律来看效果要比放在课的起始阶段介绍好得

多，若全部放在开头介绍，则可能因为学生的无

感而造成浪费，还有可能因为学生没有经历情

感和思维的“纠结”而直接知道结果，导致学习

过程变得无趣。

此外，很多文化常识、文体知识、文学常识

类陈述性知识，甚至可以不出现在课堂教学中，

比如可以让学生在预习的时候自行检索，或在

练习的时候呈现。这样既节约了课堂教学的时

间，又让学生经历了收集筛选整理的过程，有助

于知识的内化。当然如果将陈述性知识的学习

放在预习环节，教师要有明确和可以操作的要

求；如果放在课后练习环节，则题目要规范，指

向要明确。

3.陈述性知识呈现样态的多样性。

文学常识、文体知识、文化常识和其他知识

的教学环节一样，也可以有多种呈现样态，比如

音频、视频等。例如，学习《苏州园林》的时候，在

介绍中国园林的类别、特征等陈述性知识时，一

位教师采取的是“秒懂百科”的方式，通过视频以

及具有感染力的声音，配上流动字幕，让学生有

了形象具体的了解，显然比静态的文字呈现效果

来得好。而将陈述性知识以练习的方式呈现，让

学生参与其中的呈现样态，也比静态的文字呈

现，让学生被动接受效果来得好。当然即使是练

习，其呈现方式也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用选择

题呈现，省时高效，利于知识之间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改善陈述

性知识呈现的主体、时机、样态，既符合陈述性

知识学习的规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又能

较好地实现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的转化，

对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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