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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语文教学的理念层出不穷，教学的花样不断翻新，教学的口号此起彼伏，但
是，不管把语文装扮得如何花枝招展，令人眼花缭乱，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回到每天活
生生的语文课堂，都得老老实实地想清楚这样三个问题：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
但一篇课文到底教什么和怎么教很多时候还是一笔糊涂账，在实践中仍然普遍存在以
下几种误区：
１． 教学方式单一：不管教什么课文，基本都是采用内容分析式的教学，普遍还停留

在对课文内容理解的层面，甚至有人感慨全国语文一张脸。语文教学应在语言文字中
走个来回，但在实践中还只是走了一半，一味进行内容的感悟，很少从写法和语言表达
上去关注文本。
２． 教学过程呆板：阅读教学基本都是采用读－ －悟－ －读这样程式化流程，学生自

主、自由进行阅读实践的时间、空间有限。往往为了追求所谓的形式的花样翻新，恰恰
忽视了学生自己的学习需求和情感体验。
３． 文体意识淡漠：所有课文不管文体类型，都用统一的模式教，往往很少从句法、段

式、篇章结构、言语风格等方面去关注和发现文本表达的妙处。
４． 年段要求不明：每个年段的阅读都有明确的要求，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在具体的

教学实践中往往被忽视，尤其是中高年级的阅读几乎都是采用一样的方式，要么越位，
要么不到位。

　 　 二、为什么教语文？ ———语文教学价值的原点追问

语文教学的原点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本身，树立以人为本的语文教学价值观。人是
语文课程和教学活动的主体和归宿，语文教学是基于学科的培养人的活动，是以语文的
方式培养人，提高人的整体素养。这里的人首先是指学生。

在新课程背景下的话语系统中，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表达：为提高学生的语文
素养而教。

语文素养是新课标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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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或能力，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涵养，是个体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修养之一。语文素养的
基本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语文素养”的内容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分为六个层次：第一，必要的语文
知识；第二，丰富的语言积累；第三，熟练的语言技能；第四，良好的学习习惯；第五，深厚
的文化素养；第六，高雅的言谈举止。

语文素养概念的提出，使语文教学在弘扬科学理性精神，注重语言的准确、简明、实
用，与防止把人工具化，注重创新思维的培养、人文精神的熏陶、完美人格的塑造这两者
的矛盾张力中寻求一种平衡，这是对历次语文教学大纲的历史性超越。

　 　 三、语文教什么、怎么教———必须明确三个观念

１． 教课文不等于教语文：叶圣陶先生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
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入选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的课
文都是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的文章，可以看作是学生阅读和写作的典
范。“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课文是学习语文的凭借，是载体。在教学中，作为教师应该
要有读写一体的意识，引导学生把注意力放到体察、领悟“例子”的个性特征，吸纳“例
子”的点睛之笔，以“例子”为桥梁实行迁移和变通，不仅要使学生了解课文写了什么，还
要明白怎么写的，更要懂得为什么这样写。
２． 课文内容不等于课程内容：课文内容是确定的，但课文只是教学的素材，它只有

通过教师的教学实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课程内容，两者之间虽然关系密切，但并不相互
等同。课程内容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面对同一篇课文，不同的教师还可以选出不同
甚至完全两样的“教学内容”。这就需要老师有一双慧眼去发现，去拓展开发，去有效整
合，去合理取舍有效的课程内容。是教学目标和任务决定了“教学内容”。
３． 教什么不等于学什么：课堂不是老师的一厢情愿，老师教得天花乱坠，但如果脱

离学生的实际，学生只会学得云里雾里。语文课堂首先要关注学生的学，学生只有自己
充分经历了听说读写的言语实践过程，才能真正获得语言的发展。

　 　 四、语文到底教什么———内容选择的三个依据

１． 基于语文课程标准———把握语文的本质特点
语文课上要教语文的东西，在听说读写的言语实践中学习运用语言文字的基本规

律，发展学生的言语智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不能让语文课堂语文内容的泛化，
甚至充满了非语文的内容。以至于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园。要关注年段的具体
要求，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学不同的语文，既不越位，也不滞后。
２． 基于课文的特点———发现文本的语文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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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关注文本的文体特点。王荣生教授说：“不存在抽象的阅读能力，阅读能力
是很具体的，和文章的体式有关。”从课文的体式中发现最具语文教学价值的内容。当
然，课文的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本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割，有机整合，水乳交融的统一
体，因此课文内容和语言的形式的完美统一才是选择和提炼语文教学内容的理想标准。
３． 基于学生的特点———让学生学适合的语文
语文教学要目中有人，要以儿童为本，什么叫以儿童为本？儿童的视角？对于一堂

语文课来说，就是找准这节课学生学习的起点在哪里，找到学生语言发展的生长点和最
近发展区。要基于学情，做到三不教：学生已经会的不教，学生自己能学会的不教，教了
也不会的不教。要教学生似懂非懂的，有障碍的，新的，精彩的。

　 　 五、语文到底怎么教———策略优化的五项原则

１． 突出主人地位，强化主体实践
真正的学习是自学，语文不管怎么教，都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让学生做语文

学习的主人。教是为学服务的，要先学后教，多学少教，以学定教，顺学而导。在语文课
堂上，学习的内容可以由学生自己来确定，学习的方式可以让学生自己去选择，学习的
效果可以由学生自己去评价……
２． 简化教学环节，合理取舍内容
一篇课文要教的东西似乎很多，但内容不能泛化，一堂课的教学环节或项目不能贪

多求广，面面俱到，往往面面不到。
比如四年级语文下册《天鹅的故事》这篇课文第一课时到底教什么？在课堂教学实

践中许多老师对课时教学内容的确定往往是含糊不清或者选择不当的。细加分析，中
年级课文第一课时，教学内容选择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内容是基本确定的，像这篇课
文我以为主要有如下三个内容：

第一要读好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好停顿，读出语气。比如重点指导学生把
长句子读出停顿，长的段落能读出层次，容易混淆的读音能读正确，读得字正腔圆，人物
角色的语言能读出语气，场面能读出情景和画面，能准确把握并读出课文的情感基调。
结合培养读书的习惯，激发读书的兴趣。

第二要学好生字词：指导重点字词的理解，重点指导难写的、易错的、典型的生字书
写。

第三要感知内容：读懂自然段，学会概括自然段的主要意思，能用简洁的语言概括
课文的主要内容，初步感受文中角色的形象。

对一篇课文的整体感知，我想不管你怎么教，这三个内容是无法绕过的。
３． 关注言语实践，强化言语运用
语文教学核心内容就是在学生的言语实践中提高言语实践能力。教师要善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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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内容中学生语言发展的生长点，在引导想象、说话、质疑、探究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体验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听说读写都
是言语实践的方式，尤其要突出朗读训练，要以读为本，在对文本的形式多样的反复朗
读中提高朗读感悟的能力。言语实践是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应立足儿童生活
实际，回归儿童的生活世界，生活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土壤，是学生语言发展的源头活水。
言语实践要切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提供必要的支持，要珍视学生的独特体验，鼓励学生
个性化的言语表达。

当然，语文教学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感悟内容和品味语言不能分离，
走向两个极端，理想的境界就是内容的感悟和表达形式的领悟水乳交融，有机统一。
４． 渗透方法指导，掌握学习规律
聪明的老师教方法，学生越学越聪明。在学习过程中随机点拨，因势利导，策略的

最高境界是艺术，教学的艺术就是点拨的艺术。
在读书感悟的过程中，渗透读书方法的指导，对话要读出人物的语气，读书要像说

话那么自然。要一边读一边想，读完之后要想一想，这段话主要写了什么。在指导写字
时，注重方法的指导，如：左右结构的字，要注意笔画的避让。在归纳主要内容的时候，
要学习抓住关键词句去归纳，叙事性的文章通常都可以是谁做什么的形式。在感悟内
容的时候，学会联系实际去感悟，能展开丰富的想象去丰富内容，加深体验。这些都是
学生学习语文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和规律。
５． 拓宽课程视野，有效整合资源
“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决定了语文教材的开放性和弹性。语文教师应有

开阔的课程视野，有效整合各种课程资源，丰富课程内容。每一个文本都有无限的解释
空间，每一个文本都有通向生活、通向经典、通向过去和未知世界的秘密通道，教师就应
该发现和打开这些秘密通道，正确把握教材留下的开发和选择的空间，放大教材的张
力，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学习，给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的机会，整合
听、说、读、写、诵、议、画、演等等学习形式，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
整合中开阔视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６． 深度细读文本，读出自己理解
千般方法，万种策略，深入钻研文本教材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方法。语文教师要

学会以多种身份———从读者、编者、作者、学者等多角度审视文本教材。对文本要俯观、
仰视，也要近赏、远眺，要由表及里，也要由内而外；要熟读精思，也要速读浏览。要专心
于文字本身，静心虔诚地与文本素颜以对，用心读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如此做足功夫才
考虑究竟教什么？怎么教？至此，也许一切水到渠成，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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