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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教学原创成果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于亚文于亚文

语文学科素养如何落地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如果语文学科

素养落地是葳蕤嘉树，是汤汤流水，那

么嘉树常青、川流奔腾，最关键的是根

深源畅。这深深的“根”就是教师、课

程，这涓涓的“源”就是学生、评价方案。

教师和课程是落实语文素养的

根基。面对新课改，温儒敏教授给广

大语文教师的建议是厚积薄发。而

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教师只是注

重读书，广义上的厚积薄发应该包括

更新教育理念、进行阅读积累、探究

教学方案的创设及研究学生素养提

升的方法等。教师首先要读透新课

标，研究新课标，在新课标指导下做

课程的“建设者”，课堂的“引导者”。

新课标要求教师围绕学科核心

素养创造性整合教材，为学生搭建通

向核心素养的桥梁。承德市《专题性

整体阅读》6 册读本就是教研员组织

大批骨干教师按照新课标进行的整

合，这个过程促使教师对“学科素养”

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促进了

教师角色的转变。

新课标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

践，提倡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因

此，教师设计的教学方案要先建立在

对学情的准确把握上，然后再思考如

何激发学生兴趣、如何指导学生自学、

如何组织探究、如何生成个性认知，最

后形成教学方案。以承德市《专题性

整体阅读》第二册“润泽华夏的伟人

——毛泽东”专题为例，教师针对高一

学生喜欢竞争、需要大量背诵积累的

特点，首先设置诵读环节：诵读、导读、

美读、品读，引导学生在诵读中感悟伟

人情怀。在背诵伟人经典作品环节，

可以组织“组间背诵挑战赛”“山”字飞

花令等活动，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进行，学生满怀激情争诵伟人诗词，并

在飞花令环节进行了“天”“地”“人”字

的比拼，“安得倚天抽宝剑”“天翻地覆

慨而慷”“人间正道是沧桑”等诗句令

课堂生机盎然。为了渗透当代文化参

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在学完整个

专题之后，教师还精心设置了“灵犀一

点”问题：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你心目中

的毛泽东，你觉得哪个词最恰当？阐

述你的理由。学生据此由文本联系现

实，进行深刻分析。

新课标下的课程内容包括 18 个

任务群，每个任务群都是完整的体

系，加之整本书阅读贯穿高中必修、

选修课程，呈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场

盛宴。而如何从这场盛宴中汲取营

养，需要语文教师共同探索课程的创

造性开发。

教师是促进核心素养落地的灵魂，

课程是促进核心素养落地的媒介。两

者是参天大树之根，根深方能叶茂。

学生是生成语文素养清流的源

头。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究热情是

“源头”，他们获得的素养是“流水”。

那么，只有疏浚泉源，才能流水浩

浩。新课标倡导的课堂是以学生为

主体，遵循学生学习规律，教师引导

学生在各种学习体验中获得语言建

构、提升思维、获得审美、传承文化，

这就是疏浚式教学。

郭思乐教授倡导学生在教师的引

导下开放、独立、自主地学习，也就是

尊重学生的学习体验。教师在教学中

要创设情境、组织活动，给予学生充分

的展示机会，让他们获得学习的成就

感。承德市的课改，每个专题都有学

生的随笔创作、展示，以及生生之间的

点评、修改，一些学校每个专题都整理

出学生的随笔集。目前，关于整本书

阅读的教学，有的学校设置“人物论

坛”“朗读者”“子午书简”等栏目，为学

生搭建广阔的实践平台。如此，源通

而流畅，学生的语文素养便慢慢生成。

考核评价是有效促进学科素养落

地的方案。随着新课标呼唤语文素养

的落地，我们的考试评价方案也要与

时俱进。2017年北京微写作题：《根河

之恋》里，鄂温克人从原有的生活方式

走向了新的生活，《平凡的世界》里也

有类似的故事。请你从中选取一个例

子叙述情节，并作简要点评。这道题

就是很好的评价方案，适应新课标的

评价体系是促进语文素养落地的另一

源流，我们应高度重视。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

是春”，让我们共同努力，期待语文素

养落地的春天！

（作者系河北省首批中学正高级

教师、特级教师、承德市教育局中学

教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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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本位”课堂改革的深

入推进，合作学习已经成为现代课

堂教学的核心形式。然而，由于一

些教师没有准确领悟合作学习的

内涵和外延，对这种教学方式认识

比较片面，导致在教学实践中对合

作学习操作不到位，使合作学习没

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合作学

习应避免走进“四化”误区，要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合作学习不能泛化。课堂上，

一些教师在开展合作学习时总是

泛泛而为，停留在表面。有些教师

在课堂上只是简单地组织学生讨

论，这样流于形式的合作学习，必

然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要想在

课堂上让合作学习有深度，教师应

重在让学生经历合作探究的过程，

掌握合作学习的方法，增强合作意

识，提高合作学习能力；要结合具

体学习内容设置有争议的话题，让

学生通过激烈辩论各抒己见，产生

思维碰撞，把问题探究引向深入，

将合作学习打造成学生展示个人

独特见解和个性化学习成果的平

台，推动合作学习走进“深水区”。

合作学习不能固化。提到合

作学习，我们就会想到课堂上学生

分 小 组 围 在 一 起 探 究 的 学 习 场

景。其实，合作学习不是课堂的

“专利”，不能成为“温室里的花

朵”，更多发生在课堂之外。对教

师而言，合作学习指导在课内、功

夫在课外。教师要组织、引导学生

在生活实践中开展社会调查、分享

读书心得、参观访问、社区考察、研

学旅行、志愿服务等，让合作学习

成为学生的一种学习习惯。当学

生离开教师、离开课堂走向社会

时，就能够主动与他人尤其是陌生

人进行合作探究，在社会生活的大

课堂不断拓宽学习视野，提高合作

学习的广度和“含金量”。

合作学习不能孤立化。对学

生而言，合作学习不是万能药，提

高学习效果也需要具备较强的自

主 学 习 能 力 。 作 为 一 种 学 习 方

式，合作学习更要与自主学习等

方式相配合。合作学习主要体现

在解决疑难、复杂、综合性学习问

题和任务上，像简单的字词读写、

数字计算、阅读课文等基础性学

习 任 务 ，教 师 要 让 学 生 独 立 完

成。如果学生缺乏必备的学习技

能 ，合 作 学 习 效 果 就 会 形 同 虚

设。因此，只有让学生扎实掌握

自主学习的基本功，才能提高合

作学习的质量和效益。

合作学习不能窄化。合作学

习要有大格局视野，竞争是学生最

好的合作，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学

生的潜能。因此，教师应在合作学

习中适当开展学习竞赛、小组评比

等活动，让合作与竞争相互促进，

使学生能够在合作中展开竞争，在

竞争中谋求更高的合作。

大数据时代，合作学习的站位

要高。教师只有准确理解合作学

习的内涵与外延，破除“四化”倾

向，推动合作学习向纵深方向发

展，才能驱动学生实现高质量、高

水平、高效益的学习。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山

亭区凫城镇文王峪小学）

画圈圈写作文的神奇魅力

一次，班里的一个男生突然两眼

放光，满脸兴奋，“飞扑”到讲台前，迅

疾伸出右手，一把抓起讲台上的那只

大鸡腿，美滋滋地啃了起来……

这一幕先是把同学们惊得目瞪

口呆，继而又引发了一阵哄堂大笑。

讲台上的唐华忠老师在赚足了眼球

之后压低声音神秘地问道：“大家都

看到了冬冬啃鸡腿的情形。请根据

他吃鸡腿时的夸张表现告诉我——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吃货！”

唐老师熟练地在黑板正中间画

了一个圈，在圈里写下了“吃货”两个

字，接着以这个圈为中心，均匀画出

几条射线，在每一条射线的末端分别

画上一个圈，又在其中一个圈里写上

“动作”两个字。

“刚才冬冬同学的哪些动作体现

出‘吃货’的本色呢？”

“弹、扑、盯、伸、抓、送、啃……”

于是，唐老师在写有“动作”的圈

外再画出几条射线，在每一条射线的

末端再分别画上一个圈，然后将学生

说出的具体动词填进了那些圈里。

……

不过数分钟，黑板上的圈已经不

少了，它们以第一个圈为发散源，呈射

线状、分层级向外发散、扩展。

“这就是同学们自己圈出来的写

作思路和提纲。有了这些，你们能完

成这篇习作了么？”

“能！”

“以前每次写作文的时候，都感

觉毫无头绪；自从学会了画圈之后，

每次写作文都能打开思路，找到写作

内容。”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桃花源

小学五年级（1）班学生左奕雯说。这

种被学生戏称为“画圈圈”的写作方

法就是新派作文。

1986年，广西柳州地区融安县一

群青年教师凭着对作文教研的热爱，

向作文教学这个难关发起了进攻，在

柳州地区教研室和广西教育学院教研

部的扶持下，成立了课题组，先后有

14000多名中小学教师加入其中，实验

范围曾扩大至云贵川、粤闽赣以及东

北三省。为了更好地检验实验效果，

2013年初课题组在广西成立了岑溪、

钦南、田阳、大新、北流、防城、融安、浦

北、博白、西乡塘等10个县级实验区，

超过500所中小学成为实验学校。

打通作文教学的“最后一米”

新派作文与其他作文教学的区

别在哪里？

在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湖北大

学教授洪威雷看来，最大的区别就在

于它打通了作文教学的“最后一米”。

“这种模式创造的‘思维分级发

散法’，打通了学生写作文时‘无话可

说’的‘最后一米’。”广西教育学院教

授容本镇说。

所谓思维分级发散方法，也就是

“画圈圈”，通过“抽象——次抽象——

次具象——具象”的思维发散和聚合

过程，将思维过程“可视化”，直观呈现

出来，能够帮助学生将碎片化思维系

统化，从而找到丰富的写作素材和表

达方法，并导向教学目标，解决“没东

西可写”和“不会写”的问题；同时便于

交流、调整、补充和运用，解决了作文

教学的“抓手”问题。

例如以“春节”为话题，第一级先

发散为人、事、物，第二级再发散为买

年货、放鞭炮、吃年饭、贴春联等具体

事件。人发散为家人、亲戚、同学、邻

居、摊贩等；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

发散，如熟人、陌生人、喜欢的人、不

喜欢的人等。如果从春节的文化、历

史、经济、哲学的角度思考，就是更高

一级的思维。在课程设计中，教师提

出“全位发散”“针对发散”“文思发

散”几个关键步骤，首先让学生的思

维天马行空、漫无边际地打开，然后

根据题意借助分级逐渐“缩小包围

圈”，进一步将发散后的思维进行聚

合，加以选择、引导，导向训练的目

标，大大提高了作文训练的有效性，

为作文指导提供了抓手，很好地解决

了没有素材、目标不明、思路混乱这

些棘手难题。

更为重要的是，课题组运用写作

学理论指导中小学作文实践，创造性

提出了“情感、思维、语言三位一体”、

以情感引领作文的新理念，突破了长

期以来作文教学强调的“语言—思维”

二元关系论，辅以思维发散体系、序列

化语言训练体系，打造出一个独具特

色的作文系统工程，为作文训练体系

建立了立体的、具有灵魂的生命系统。

作文能力在实施中“水到渠成”

如何让新派作文落实在日常课

堂上，是课题组遇到的最大难题。

刚开始，课题组副组长袁刚发现，

农村的学生抽象思维能力较弱，但对

线条符号等具象直观的方法很感兴

趣。于是，袁刚在不断摸索中创造出

一套系统的“图示快速作文法”，并形

成了“图示教学理论”。经过一段时间

的教学实践，实验教师们发现，图示法

“治标不治本”——没有大量的阅读和

积累，就算学生掌握了再多的技巧，也

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课题

组提出了“储备作文”的新思路，即强

调大量阅读，读写结合。而且教师们

发现，运用图示法辅助阅读，事半功

倍，效果非常好，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

语言训练和积累的问题。

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

了。实验教师们发现：就算积累再

多，思维打不开，学生拿到作文题目

依然写不出来，常常感到头脑一片空

白。后来，袁刚从核裂变原理图受到

启发，创造出“思维分级发散法（画圈

圈）”，一下解决了思维短路的问题，

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开窍”，

找到无穷素材。

语言与思维问题都解决了，实验

教师们又发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

高，“要我写”的现象仍旧普遍。

怎样才能变“要我写”为“我要

写”？课题组一方面通过深入实验学

校与师生座谈交流，另一方面研究教

育学、心理学、辞章学，终于发现“情

动辞发”的奥妙。可是，哪些情感对

于中小学生写作文发挥着关键作用

呢？情感能够训练么？经过两年多

的实践求证，课题组终于发现了 4种

不同维度的情感与写作关系紧密，而

且总结出操作性强的情感训练模型，

并由此创立了“四情”理论。至此，情

感、思维、语言三位一体的作文教学

新理论逐渐形成。

“就这样被你征服”

新派作文，不仅改变了学生，也

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教师。

一线教师喜欢操作性强的教学

手段和课题实践。针对这一实际，课

题组邀请一线教师参加实验教材的

编写会议，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编写出两套适合教师和学生使用的

新派作文实验课本和新派作文分级

教材。一种是与语文课本同步的单

元对应式实操教材，另一种是以个人

作文能力提升为需求和出发点而编

写的作文教学体系，两者互为补充，

各有侧重。有了这两种不同维度的

重要教学资料，实验教师普遍感到有

案可依，更乐于操作，愿意参与实践。

与此同时，考虑到农村学校教师

资源不足，课题组启动“学科融合”，

专门设计推出“1+1”系列课程：前一

个“1”为任意内容，如数学、体育、自

然、音乐、阅读……可以是 40 分钟的

一节课，也可以是 15分钟的微课；后

一个“1”为作文指导课，一般是将前

一个“1”的内容作为写作指导的依

托，进行教学或迁移运用。由此，每

一门学科在“做好自己”的同时，也能

成为作文教学的不竭源泉。

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双定镇中心

小学教师李芳看来，农村教师和学生

需要深入浅出、操作性强的东西。新

派作文的方法浅显易懂，趣味性强，

把深奥玄乎的作文方法变得直观、接

地气，实实在在解决了教师怕教作

文、学生怕写作文的难题。

2018 年 3 月，《中小学作文立体

化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即“新派作

文”研究与实验在广西基础教育教学

成果评比中获特等奖。评委小组长、

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叶水涛评价，

新派作文“理念有创新”“操作体系完

备”“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目前，新派作文在广西建立起10

个自治区级实验区，涵盖 500 多所中

小学的 97 万名学生。作为新派作文

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实验教材《新

派作文》已进入广西教育厅教辅教材

推荐目录。

“每个学生都有写作的潜质，一旦

这种潜质爆发出来，能量往往超乎你

想象。”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

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湖北大学文学院

硕士研究生导师史绍典这样评价新派

作文。这就是“新派作文”的魅力，让

学生愿意写、有话写、会写、写得快而

好，也由此踏上了真正的写作之路。

（作者单位系广西教育学院教研部）

合作学习要

去“四化”
□王 瑞

我见

作文，这个让学生普遍头疼的难题，终于有了“新派”解决方案。历经30多年的实践探索，广西柳州融安县一群青年教师自发组建课题组，向作

文教学发起攻关，开创“新派作文”，探索出思维分级发散法，将思维过程“可视化”，帮助学生将碎片化思维系统化，从而找到丰富的写作素材和表达

方法，并导向教学目标，解决“没东西可写”和“不会写”的问题，打通了作文教学的“最后一米”。

吴立岗（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新派作文既有

理论的指引，也有来自实践的总结和提炼，还开发了实用的教学操作系

统和师资培训体系，具备了大范围推广的基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洪威雷（湖北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应用写作研究会

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新派作文把写作学拉下神坛——从高

校的象牙塔请出来，走到广大的中小学生的作文学习中，让写作学找

到了更广阔的发展和服务天地，这可以说是一个创举！此外，新派作

文在中小学作文系统化训练方面也作出了填补空白的贡献。

周满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心专

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新派作文教

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适应时代需求，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和作文

能力的提升，尤其动脑动手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王晓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教育

学博士）：新派作文30年探索历程难得一见，令人敬佩。新派作文团

队数十载教改征途不忘初心，硕果累累，其实操体系、理论创新等方

面自成闭环、独树一帜，为广西同行点赞！

专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