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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语文教学专家叶圣陶先生，一生践行文学

创作和语文教学研究，他说：“教，是为了不教。”他的教学

理念对当下的教育教学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换

言之，教师的教育教学并不是要给予学生知识，而是要帮

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形成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学

习意识和持久动力。因此，教师应改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的层次与结构，及时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积极打造具有

“陶氏风格”的课堂教学架构，进而助推学生语文综合素养

的发展。

一、研制精准目标

（一）从知识到能力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一切教学步骤都要指向具

体明确的目标。有怎样的目标，就意味着有怎样的教学。

课堂结构的改革，首先应从顶层理念的设计入手，精准地

把握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整体规划，以此帮助学生形成良

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意识。

以统编版语文教材小学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中《蟋蟀

的住宅》一文为例，这篇课文既有对蟋蟀住宅周围环境的

介绍，也有对蟋蟀住宅内部构造的描写，同时花费大量的

笔墨描写了蟋蟀是如何建造住宅的。如果按照传统教学

理念的方式展开教学，那么这篇课文的重点将以掌握课文

的信息知识为主。事实上，这样的目标定位，只能让学生

获取知识信息，却对科普说明文的阅读方法及说明文的写

作特点毫无认知。在后续的学习中，再次遇到类似的文

体，学生仍将束手无策。这就违背了叶圣陶先生所设定的

“教，是为了不教”的理念。

从教材编排的角度来看，编者之所以在这个单元选择

这篇课文，是因为这个单元设置了语文要素“体会准确生

动的语言感受，连续细致的观察”。因此，这篇课文的教学

重点，不应该落实在文本所呈现的信息上，而是要借助语

言文字还原观察方法，了解作者是怎样获取这些信息的，

并梳理这些信息，从而帮助学生积累有效的观察策略。这

样的目标定位，意味着课堂教学的整体架构必须有脱胎换

骨的变革。只有真正促进学生的认知能力，才能更好地落

实叶圣陶先生所倡导的教学思想。

（二）从要求到需求

“教，是为了不教。”这一教学理念，是叶圣陶先生语文

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在进行课堂教学时，教师对目标的

设定不能拘泥于教材，要切切实实地以学生内在的认知需

要为目的。这样，才能根据学生学习的不足，形成有针对

性的教学方法。以统编版语文教材小学四年级上册第三

单元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习作单元。编者所设定的语文

要素是“紧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把握文章的主要内

容”，所设置的单元习作主题是“我和某某某过一天”，要求

学生选择一个神话人物，展开合理的想象，写一篇神话故

事。不少教师在设定这篇习作的教学目标时，常常将教学

定位在故事的生动传奇上，要求学生创造出神奇的环境。

虽然这一教学目标没错，但是考虑到四年级学生的认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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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叶圣陶先生是语文教育教学专家，曾呼吁将学生置放在课堂最中心，积极倡

导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本文提出，教师在教学中要研制精准目标，

奠定“课堂结构变革”之基；明确适切内容，奠定“课堂结构变革”之料；丰富教学

形式，开掘“课堂结构变革”之道；实施多维评价，蓄积“课堂结构变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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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他们对故事的把握还缺乏相应的能力，就急于从整体

的事件入手。对学生而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揠苗助长的行

为。因此，教师要从学生内在的认知需要出发，将学生的

习作重点设定在明确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上，能够把神

话故事讲清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着力关注学生

对事件发展脉络的梳理，通过罗列提纲的方式，让学生形

成创作的基本框架，为学生写出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奠定

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教例中，笔者对教学目标的设定并不复杂，而

是从学生原始的认知能力出发。只有把握了学生的认知

需求，才能真正将叶圣陶先生所创造的“教，是为了不教”

这一理念落实到位。

二、明确适切内容

（一）契合需要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荣生指出，如果没有适切的教学

内容，不管树什么大旗，玩什么花招，都无济于事。以统编

版语文教材小学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为例，编者为这个单

元所设定的语文要素是“感受课文中具有新鲜感的词语和

句子”。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具有新鲜感的词语和

句子”这一说法本身就极具新鲜感。对于他们而言，新鲜

感是一个难以揣摩的词语，如果教师仅站在教学的角度进

行讲解和灌输，学生则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内涵，更无法

深入体会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所形成的表达效果。因此，

教师需要从学生这一认知障碍入手，将更多的阅读权利交

还给学生，组织学生进行深入有效的阅读。同时，教师要

抓住课堂上的生成资源，引导学生在对比辨析的基础上，

感受新鲜的词语和句子所形成的表达效果。

（二)推动发展

有了精准适切的教学内容，就如同烹饪大餐有了良好

的食材。因此，教师要充分运用好教学内容，在精心设计

和规划中彰显这些内容所起到的教学作用，联系学生的具

体学情，结合学生原始的认知起点，更好地推动学生认知

能力的发展。以统编版语文教材小学四年级上册第六单

元为例，这个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学会批注”。按照传统的

教学方式，教师都会设置以下的教学模块：首先，借助原始

的学习方法了解什么是批注，采用学生之前阅读时的圈画

等方式，告知学生运用符号或文字来表达自己的阅读所

得，就是一种批注；其次，煞有介事地介绍批注的方法，带

领学生运用方法深入有效地展开阅读；最后，组织学生对

阅读形成的批注交流探讨，指导学生进行修改，帮助学生

形成批注的能力。

这样的教学，看似从学生的学情入手，既注重对方法

的提炼与渗透，也积极为学生搭建了实践运用的平台。但

从“教，是为了不教”这一理念入手就会发现，整个教学过

程仍是以教师的“教”为主导，忽视了学生内在的“学”。鉴

于此，笔者对课堂的教学结构进行改革，首先，在学生原始

的认知经验上，将更多的权利和空间还给学生，鼓励学生

在最有感触的地方写下自己的感受。虽然笔者没有直接

涉及批注的概念，但是实践先行已让学生踏上了阅读批注

之路。其次，组织学生进行交流，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

的评价，明确哪些阅读感受是高效的。最后，再出示教材

所罗列的批注方法，进一步强化学生对批注方法的感知，

或形成相应的批注内容。

在这一教例中，笔者采用了契合学生内在认知的方

法，将批注的方法有效地融入了学生的意识之中，帮助学

生习得了批注能力，为后续的“无须再教”奠定了基础。

三、丰富教学形式

（一）设定多维板块

当教师将培养学生能力、完善学生生命作为教学目标

时，就要给予学生广阔的自主性活动空间。而传统教学中

一环套着一环的串联式结构，已不适合学生内在的成长需

求，这时，教师就需要对课堂内在的结构进行重新规划。

以教学《西门豹治邺》（统编版语文教材小学四年级上

册第八单元）为例，这个单元所设定的语文要素是“学会简

要复述”。教师如果仍按传统教学方法，带着学生一句一

句地读课文，课堂教学必会陷入零散的琐碎之中。针对这

样的情况，笔者从“调查民情”这一部分的信息进行梳理：

一是西门豹赴任邺县，发现离邺县越近，田地越荒芜，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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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稀少，衣衫褴褛的人们扶老携幼去往他乡。他主动召

集老人，询问百姓邺地为何如此凄凉。二是因为当时老

百姓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巫婆和官绅的真面目，西门豹这

样做的目的是使广大百姓在河伯娶媳妇的现场受到深刻

的教育，从迷雾中觉悟过来。所以西门豹将计就计，也

参加河伯娶媳妇的仪式，使老百姓明白了巫婆和官绅都

是骗钱害人的，从而惩治了危害老百姓的巫婆和官绅。

用事实教育了那些被巫婆、官绅愚弄的老百姓，破除了

迷信。

（二）搭建活动平台

因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组织学生开

展训练时，常常以机械化的练习题作为平台，将学生的语

文能力异化为做题，导致题海战术的盛行。因此，教师要

搭建实实在在的活动平台，让学生在参与活动、释放思维

的过程中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

以统编版语文教材小学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为例，这

个单元中的首篇课文是叶圣陶先生的《爬山虎的脚》，课文

第三自然段以细腻、翔实的文字介绍了爬山虎的脚。在教

学中，笔者利用幻灯片出示两幅根据语段内容所绘制的爬

山虎的脚的图片（一幅是正确的，一幅是错误的），组织学

生在仔细阅读文本语段的基础上，通过观察，明晰两幅图

片的正误。这在无形之中将学生的观察与对语言的品味

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学生一边阅读，一边对照图片，了解

了爬山虎的脚的外形特点、颜色变化、生长位置，认识到这

段文字的描写之所以形象生动、翔实具体，是因为作者进

行了深入而细效的观察。

在这一教例中，笔者以板块式的方式，为学生搭建了

实践性的活动平台，既给予了学生自主性学习的契机，又

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四、实施多维评价

（一）关注结果

对学生的评价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一环，但受传统教学

理念的影响，教师常常将教学的关注点聚焦在新授环节

上。其实，有效的评价能帮助学生反思自身的学习过程和

方法，从而为后续的深入学习打下基础。

以统编版语文教材小学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为例，这

是一个典型的预测单元。在课堂教学中，笔者紧扣单元的

课文内容，指导学生进行题目预测、插图预测、结构预测、

生活预测。没有将教学局限在课文上，而是在课堂教学行

将结束时，拓展其他的教学文本，组织学生运用所学的方

法，借助交流展开评价，观察学生是否掌握了这些测评方

法，从而了解课堂教学的整体效果，便于在后续的单元教

学中有所调整。

（二）关注过程

俗话说得好，莫以成败论英雄。为了践行叶圣陶先生

的“教，是为了不教”这一教学理念，教师不仅需要关注学

生的学习结果，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评价范畴，对学生进行

评价之后的指导。

以教学统编版语文教材小学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为

例，这个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初步体会动态描写和静态描

写”。在教学《四季之美》一文时，笔者紧扣第一自然段颜

色的变化，引导学生尝试运用学习过的批注方法，想象还

原作者的语言文字所展现的画面。学生虽然能关注语段

中的景色描写，但是忽略了作者文中所运用的动词。于

是，笔者借助这一动态性和过程性的评价，及时调整后续

的教学关注点，有意减少对静态描写的交流指导，将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设置在学生对动态描写的感知上。

总之，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原始经验和认知方式，

巧妙地将学生放置在课堂的最中心，既要对教学策略进行

调整，也要对教学层次和结构进行布局，拓展学生的自主

性学习空间，进而助推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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