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策略的构建。在此,我们依据第四种构建思路谈 

谈“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的教学策略及其具 

体运用。

1. 专题性教学:阅读鉴赏

专题性教学就是围绕特定主题精选阅读材料, 

完成阅读任务。专题性阅读鉴赏的基本要求:聚合 

阅读材料,提取关键信息，比较语言风格,分析思想 

情感。并尝试对以上方面进行质疑性提问和回答。 

从教学流程看，具体可以安排如下前后相续的四个 

活动任务:论说名篇（研读作者观点）一时事评论 

（辨别事实真伪）—推导论证（分析写作思路） 

—审慎思辨（反思社会现象）。如以历史上有名的 

四篇《六国论》（苏询、苏轼、苏辙、李祯）作为阅读材 

料进行专题性教学,首先我们要让学生通读四篇文 

章，梳理作者的观点。其次要让学生对文中的一些 

观点进行辨析、明确。然后需要从“如何写”的角度 

分析作者的创作思路。最后以古鉴今，反思四篇文 

章的主题思想对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的警醒作用O 
当然，情境和任务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2. 思辨性教学:写作训练

思辨性写作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辨 

能力，提升学生的书面表达素养。思辨性写作文体 

多涉及议论文，因此训练重点聚焦论点的明确、论 

据的精当与论证的严密等方面。比如在表述论点 

时，需要对概念予以清晰界定o再比如选择论据时， 
需要考虑论据对论点有无针对性以及支撑的力度。 

从微作文的训练角度，教学流程具体可总结为如下 

三个步骤：审题立意（提炼论点）一多角度阐释 

（提供论据）一充分论证。比如苏州中学的孙晋诺 

老师围绕四篇《六国论》的相关论述，要求学生以 

“思辨的智慧”为题撰写一篇微型学术报告。在这个 

训练中，任务不仅有了具体的情境，而且因为撰写 

学术报告前不可避免地需要思索、比较四篇文章论 

述观点和论证思路之间的差异，活动也就有了明确 

的目标指向一思辨写作，要想好报告的主题、观 

点、论据和论证方法，在专题性阅读的基础上进行了 

思辨性写作，也让阅读与表达有效地勾连了起来。

3. 辩论式教学：口语交际

日常课堂多采用“教师提问一学生回答”的 

教学形式，这种境遇造成很多学生处于被动、拘束 

的局面。辩论式教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这种教学尴 

尬，激发学生的自主积极性;另一方便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拉近学生之间的关系。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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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流程看，师生双方都要历经三个步骤：教师引导 

学生围绕主题开始讨论（学生聚焦问题独立探索和 

思考） 教师激发学生思考并积极交流（小组协 

作并相互质疑反思）一教师观察、评估学生的口 

语交际表现（进一步反思改进自己的口语交际）。比 

如南京中华中学徐飞老师曾用《摔跤吧！爸爸》这部 

电影作为辩论的情境，论争焦点一父母可以/不可 

以强势影响孩子的成长。从独立思考到双方辩论再 

到反思评价，时刻关注辩方和我方的观点陈述、基 

本态度和说服力度,在具体的对话、交流过程中发 

展了学生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准确度等。

［本文系贵州省2019年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立项 

课题“基于学生思维品质提升的高中语文'思辨性 

阅读与表达'教学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19A012） 

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通联:贵州毕节市金沙中学］

实蹋孚实讯读”焙未孩心卡界

■王旭熙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叶圣陶先生就在他的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 

订》《认识国文教学》等文章中，谈及中小学语文教 

学投入多、收益少的问题。七八十年代,叶圣陶、吕 

叔湘先生更是对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现象提 

出严厉的批评:“十年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 

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 

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很多人徒耗十多 

年在语文学习上，然而高中一毕业,基本上就终身 

告别阅读了。这是否表明，大多数教师的语文课堂 

教学，不但没能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没有帮 

助学生养成阅读的习惯，甚至败坏了学生阅读的兴 

趣和品味？

这一现象引起了诸多语文教学研究者的关注， 

一时间众声喧哗。笔者基于二十多年的教学观察， 

对这个问题提出两个观点。

一、取法乎上——以教材为“例子”，多引入原著 

阅读

王荣生教授在《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中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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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内容”这一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的重要 

性。一直以来,语文教育研究更关注的是“怎么教” 

的问题，然而追根究底，只有解决了“教什么”这个 

先决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解决“怎么教”的问题。

我国的传统语文教材一直以文选型为主。文选 

型教材重在选出优秀的作品(即王荣生教授所提出 

的“定篇”)作为学生的阅读素材及学习写作模仿的 

样本，所以选择文质兼美的篇章,对于教材的编选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教材篇目毕竟有限，其 

教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以少驭多。作为文体阅读和写 

作练习的“例文”“样本”,用来指导学生阅读的方法， 

需要引入足够多的原著进行阅读。唯有量的积累， 

才能逐步形成学生个体“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 

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的 

语文核心素养。

如《老人与海》一课,课文是节选的。若止步于 

此，则难免有管窥蠡测之嫌;若引导学生阅读原著 

全文，则会发现《老人与海》几乎可以成为一座素材 

库。如“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现在 

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 

你能做什么！ ”“绝望是一种罪过！ ”“岁月是我的闹 

钟！ ”这样的阅读，给予学生的何止是语言的启发， 

更是人生的启发，它能启发学生对困难、对失败、对 

抗争的意义的理解。教师若能好好把握住阅读教学 

的课内外结合，对于学生的主体性成长、对写作的 

促进作用将是非常明显的。

二、因势利导——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 

自主阅读

语文教育家章熊先生给有效阅读做了四项界 

定：1.认知和筛选能力;2.阐释能力;3.组合和调整能 

力;4.扩展能力。其中1、2就是指对原文的准确理解 

和把握;3、4就是指读者由原文所引发的创造思维。 

语文课堂追求的“真实阅读”应参考这四项标准。在 

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全面理解作品的主旨，把 

握作品的思路，摄取作品的信息，并对其作合理的 

评价判断。但这一切目标都应由学生自己完成，不 

能由语文教师越俎代庖。

语文阅读教学，同其它教学一样，要以学生为 

学习的主体,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鼓励学生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摆正 

自己的位置，做好学生阅读过程中的“主导者”，既 

不能放弃“主导”的作用，也不逾越“主导”的权限。 

要实现这个目标，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阅读 

教学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避免切割式的琐屑分析

在解读教材课文的时候,教师可以有四种阅读 

取向:作业者取向、职业性阅读取向、鉴赏者取向、 

感受性阅读取向。在这四种取向中，教师习惯采取 

的是“作业者取向”和“职业性阅读取向”,这两种取 

向通常表现为把已有的阅读结论设置成各个小问 

题，引导学生循着一个一个小问题划定的方向，走 

在前人思考的道路上。在教师的强势思维引导下, 

学生往往失去了对文本的整体感受和真实体验。这 

两种解读取向之所以不能成为“真实阅读”,是因为 

不能让学生依着自然的阅读过程，形成自己的独特 

感受,反而经常在肢解课文的各个小问题中,失去 

了主动感受的机会。

由于以上原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把自己 

从普通读者的阅读立场替换为教学者的阅读立场， 

抓住文章信息的“焦点”，设置一两个足以“撬动全 

文”的关键问题，以引导学生进行自主阅读，深入文 

本,从而揭示出作品的“秘妙”，并在此过程中形成 

自己的阅读方法和阅读能力。

如小说《林黛玉进贾府》，如何找到那个“撬动全 

文”的焦点呢？很简单，一个问题足矣一谈林黛玉 

的“看”与“被看”。我们可以设计两个小问题：

(1) 林黛玉“弃舟登岸”后看到了什么?对她产生 

了什么影响？

(2) 林黛玉进贾府后有哪些人细细看了她?对她 

的评价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

学生循这两个问题，就可以深入细节,深入人 

物内心，探寻主旨，品味文章之“秘妙”。在这过程中， 

教师要鼓励学生犬胆发言，谈出自己的感悟。教师 

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肯定学生的个性化解读。 

惟有在这样的个性化解读中，才能实现语文新课标 

所提出的“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 

过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积累言语经验，把握祖国 

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 

的理解与热爱，培养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的 

目标。

2. 避免“套板”式的误读

朱光潜先生在《咬文嚼字》中说:“一个人的心理 

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 

缘。”真实阅读应该面对作品本身,通过准确把握作 

品信息，探究词句含义,来理解作品的主旨。若不摆 

脱思维的惯性,安于用“套板”去进行解读,则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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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误读。

例如，在诗歌解读中,教师经常强调“知人论世” 

和诗歌意象的积累，但强调太过，就容易养成学生 

阅读的“套板”反应。如关于“柏”这个常见意象，学 

生熟知的是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解 

读杜甫《蜀相》中“锦官城外柏森森”中“柏”的意象 

时，学生会直接进行迁移，把此处的“柏”理解成“岁 

寒松柏”坚强勇敢的意象，而忽视了此诗的主旨是 

作者表达对蜀相诸葛亮的景仰，“柏”的作用是渲染 

庄严肃穆的环境气氛。当学生出现误读时,教师要 

设法引导学生认识到自己思维定势的局限，转变阅 

读态度和阅读方法，从而正确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值得庆幸的是，不论是教材的选编还是教师的 

解读引导，已逐渐向“原著阅读”“自主阅读”回归，阅 

读教学也正在走向实现语文课程标准所提出的课 

程目标上。只有在教学中实现真正意义的“真实阅 

读”，才能有效培养学生作为感受者、鉴赏者、解读 

者的阅读意识，学生才能通过积累整合、感受鉴赏、 

思考领悟，逐渐形成自己的阅读方式，切实提高自 

身的阅读能力。

［本文系研究课题“基于议论文写作核心能力发 

展 的高中阅读建 构研究”（课题 批准号： 

ZPKTZX17009）的研究成果］
［作者通联:福建漳州市东山一中］

论信息枝术▲语丈叢学中的龙用

團单飚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带来新的影响， 

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 

提出要让信息技术进课堂，要强化信息技术在教学 

中的辅助功能和参与深度。具体从语文教学来看， 

信息技术同样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它可以有效弥 

补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推动语文教育职能的充分 

转化。

一、灵活利用信息技术,解决语文教学中的难 

点问题

我们之所以强调鼓励信息技术的应用，这是因 

为目前的教育模式有其难点和不足，需要借助信息 

技术手段来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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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利用信息技术弥补学生的认知短板。我 

们面向学生授课，就需要考虑学生的认知以及接受 

能力。但相对于语文课堂浩瀚的语言知识、多彩的 

语言文化、经典的诗词歌赋和文言文，以及广大作 

者的深厚的文化素养而言，学生自身的经验阅历就 

略显不足。简单来讲,一篇课文或者一部作品中的 

主题思想、深层意义，学生往往不能真切地领悟，这 

就使得学生对于文言文、古诗词的理解存在着较大 

局限，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不够透彻，或者 

难以形成情感共鸣，影响了语文教育的深度拓展。

直观的信息传达是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借助多媒体技术的综合呈现效果，能够有效弥补语 

言表达上的不足，让学生产生更为直观的印象。例 

如在讲到《黄河颂》的时候，老师想让同学们感受这 

首诗歌所带来的令人震撼的意境和情绪表达，但学 

生对于创作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未必有真实的了 

解，也不一定能感受到作者在写下这些诗句时的悲 

愤情绪。对此，教师可以直接将反映抗日战争时期 

艰难处境的纪录片或者影视剧片段播放给学生看。 

不用教师的讲解，学生自然就能通过画面、音乐来 

感受到国家曾经面临的苦难，感受民族力量的勃 

发。这种信息技术带来的真切体验是语言描述或文 

字表达所不能传达的效果。

2. 多角度渗透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在传统 

的语文课堂上，老师主要依托教材以及口头表达来 

完成教学。比如解读成语的寓意，或者讲解文章的 

思想感情，介绍创作的背景，口头表达是主要的教 

学方式。但我们要知道，语文中有一些内容是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的。比如关于古诗词的意境解读，用 

语言讲解有时候并不容易描述,也不够直观。还有 

关于小说的审美鉴赏，老师的表达有时候也会显得 

苍白无力，毕竟很多学生对小说作品的阅读和体会 

并不深刻，也缺乏充足的时间精力去阅读小说。类 

似这样的问题，很多老师寄希望于通过信息技术来 

改变这种状况,从而实现语文教学成果的优化。

例如在传统的课堂上，我们的教学方式比较单 

一，比如讲课、做题、写板书、点评作业等等。但在信 

息技术的支持下,老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的技术 

优势来尝试更多的创新教育方式。比如如今比较流 

行的微课教学模式，就是将一些教学内容制作成微 

课视频，通过视频内容的呈现来启迪学生的思维； 

还有群文阅读模式，教师可以利用PPT或者PDF等 

操作软件，将多篇文章组合在一起,这也是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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