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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不是“语文应试”
语文课应该怎么上？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注重工具性，有的注重人文性，有的注重知识积累，有的注重情感渗透。但无论如何，都应该体现出

语文课的学科内涵，不能把“语文学习”变成“语文应试”。

链 接

生活是语文的源泉，是语文的“根”。但
是，由于受到“应试语文”的束缚，语文教学
长期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脱离了
生活实际。因此，语文教学要打破语文与生
活之间的“壁垒”，让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
在语文中悟生活 ，即语文 “生活化 ”，生活
“语文化”。

语文教学“生活化”。 语文教学应该贴
近生活、联系实际，教师要在语文与生活之
间架设一座桥梁， 寻求课文内容与学生生
活的最佳契合点，使课文走进学生生活。 对
于一些年代久远的课文，教师还可以利用多
媒体技术，播放相关资料，再现生活情境，让
学生对课文内容产生感性认识。

语文训练“生活化”。 语文训练的着眼
点在于“学以致用”，而非“学以致考”。 训练
材料应尽量取材于学生的生活，比如，讲语
法可取材于学生的请假条， 改病句可取材
于学生的作文， 练修辞可取材于学生耳熟
能详的广告语……这样，学生在接受语文训
练时，就会感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升生
活品质。

语文教育“生活化”。 教师可以把生活
搬进语文课堂， 让学生介入生活、 了解生
活、领略生活、思考生活、感悟生活。把演讲
搬进课堂，让学生做演说家，在演说中提高
表达能力；把法庭搬进课堂，让学生学习辩

论，在辩论中增强逻辑思维；把舞台搬进课
堂，让学生自编、自演、自赏，在编演中提高
兴趣 ；把报社搬进课堂，让学生自己采访、
自己约稿、自己编辑、自己出版，提高学生
的写作兴趣与写作水平。

家庭生活 “语文化 ”。 家庭生活是日
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教师要采取多
种形式 ，引导学生细心观察 、用心感受 。
比如 ，让学生参加家务劳动 ，学习劳动技
能 ，与父母一起体验劳动的甘苦 。 这些体
验可以为学生奠定情感基础 ， 也可以帮
助他们积累写作素材 。 此外 ，在日常生活
中 ，从打电话到接待客人 ，从写留言条到
写申请书 ， 从看电视广告到看电器说明
书 ， 从同学争辩到家庭讨论……无一不
是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与运用 。 教
师可以抓住每个学生家庭的特点 ， 巧妙
地设计语文教学 。 例如 ，有的学生家长是
卖服装的 ，就可以让学生设计服装广告 ；
有的学生家长是卖水果的 ， 就可以让学
生写一写介绍水果知识的文章 。 实践证
明 ， 语文教学紧密联系生活就能生动有
趣 ，教师乐教 ，学生乐学 ，事半而功倍 ；脱
离生活就枯燥无味 ，教师教得累 ，学生学
得苦 ，事倍而功半 。

学校生活“语文化”。 学校是学生生活
的重要舞台，这座舞台上发生的一些故事可

以引入到学生的学习中来。 比如，每堂课安
排一个学生进行“一分钟讲演”，评论班级生
活；班委选举时，让学生先写自荐书或上台
作竞选演说；要开新年联欢会了，让学生写
“我设计的联欢会”说明书；运动比赛时，举
办“小记者在行动”活动……班级生活“语文
化”可谓一箭双雕：学生既进行了语文实践，
又完成了班级建设； 教师不仅在教语文，也
在渗透班级教育。

社会生活“语文化”。生活有多广阔，语
文就有多广阔。社会生活“语文化”，就是要
求学生在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中自觉运用
语文工具。目前，学生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环
境可以说是“无错不成书”、“不错不成报”、
“无错不成招牌”、“无错不成广告”，而且电
台、 电视台的主持人也经常念错字、 读错
音， 这也恰好为训练学生辨字正音提供了
生活化、社会化的“语文试题”。 不仅如此，
学生每天上下学路上亲眼所见的街头交
通、农贸市场、城市环保、治安状况甚至个
体摊点的语言文字， 都可以成为关心 、思
考、评论的对象。

课堂小天地，生活大课堂。 教师要帮助
学生摆脱束缚、冲破牢笼，呼吸自由、鲜活的
空气，让语文与自然接轨、与生命会晤、与社
会共存、与时代共进。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武邑县城关联小）

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人们
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 如今的社会是无
“微 ”不至 ：微博 、微信 、微公益……可以
说 ，我们已经迈入了 “微时代 ”。 为了适应
时代的要求 ，我们应该对学生进行 “微阅
读 ”、“微交际 ”、“微作文 ” 的训练 ， 打造
“微语文 ”课堂 。

微阅读。 教师可以利用课上几分钟的
时间，与学生一起分享一些精美的短信，领
悟语言的优美、情感的真挚。 比如，“您是火
种，点燃了学生的心灵之火；您是石阶，承
受着我一步步向上的攀登；您是蜡烛，燃烧
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这条短信连用 3 个比
喻，形象地表达了对教师的敬意。 教师还可
以让学生读广告语， 体会语言的精妙。 比
如，“镇江，一座美得让人吃醋的城市。 ”既
赞美了镇江的美丽， 又巧妙地宣传了镇江
的特产———香醋，真是一箭双雕。 此外，还
可以领着学生读海报， 看看谁读出的信息
多；领着学生读新闻，让学生试着给新闻拟
定标题；领着学生读说明书，体会文字的准
确与实用；领着学生读寓言，领悟故事中的

人生哲理；领着学生读古典诗词，体会传统
文化的精髓……这些阅读材料， 教师平时
要注意收集整理，时不时地引导学生阅读、
体会。

微交际 。 教师可以利用每节课的前 5
分钟 ，通过示范表达 、讲解要领 、情境设
置 ，对学生进行 “微型口语交际 ”训练 。 训
练的内容主要有 ：通顺地表达 、生动地表
达 、幽默地表达 、机智地表达 、具体地表
达 、委婉地表达 ，等等 。 有一次 ，我对学生
说 ：“昨天 ， 我家邻居对我说 ，‘你家小华
真刻苦 ，晚上 12 点了 ，我们都睡觉了 ，还
听见她在弹琴 ，真用功啊 ！ ’你们猜猜我
怎么回答的 ？ ”一个学生说 ：“不算用功 ，
跟人家比差远了 。 ”另一个学生说 ：“对不
起 ，打扰您休息了 ，今后我们会注意的 。 ”
通过这段对话 ， 我让学生体会了什么是
委婉的表达 。

微作文。 为了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写“微作文”。 一是说明
类，如介绍日常实用物品、一部影视作品、
一幅漫画的画面、 一处场所或一座建筑 ，

等等 。 二是描写类 ，如心理描写 、肖像描
写、动作描写、语言对话描写、场景画面描
写，等等。三是评论类，要求学生对某个事
物 、某种现象 、某篇文章发表评论或加以
赏析，包括诗文漫画赏析、思想评价、事物
名称评价等。 四是应用类，要求学生拟写
各种各样的应用文 ，如请柬 、书信 、短信 、
通讯、消息、广告、通知、解说词等。五是改
写类， 要求学生对文段进行扩展压缩，或
改写成其他形式的短文。

这些“微训练”时间短、难度低，学生喜
欢，也便于教师指导。 以“微作文”为例，以
前的传统作文模式，从教师布置题目、学生
写作， 到教师批改讲评， 至少需要一个星
期，周期长、效果差；而 “微作文”只需一个
课时，就能集指导、写作、批改于一体，读写
视听相结合。

“微语文” 要求教师平时注意收集资
料，逐渐形成体系，并利用课堂、课间、课外
时间锻炼学生各种能力， 帮助学生提高语
文素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实验小学）

尝试“生活化”语文
□宋艳存

课堂上的“微语文”训练
□吴民益

课堂小天地，生
活大课堂。生活是语
文的源泉，是语文的
“根”。因此，语文教
学要打破语文与生
活之间的“壁垒”，让
学生在生活中学语
文，在语文中悟生
活，即语文“生活
化”，生活“语文化”，
让语文与自然接轨、
与生命会晤、与社会
共存、与时代共进。

“微语文”包括
“微阅读”、“微交
际”、“微作文”等内
容，教师平时要注意
收集资料，逐渐形成
体系，利用课堂、课
间、课外时间锻炼学
生各种能力，帮助他
们提高语文素养。
“微语文”简单、有
趣，深受学生欢迎，
适应“微时代”的发
展趋势。

贾志敏：
好的语文课要体现 3 个教学原则：
要以学生为本。 时间是学生的，空间是

学生的，是学生在学习语言。 因此，学生理
应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是
配角，应该充分让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
语言活动，千万不能互换角色、本末倒置。

要以训练为主。 语言是一种技能，要掌
握它，必须通过无数次的训练，要让学生听
得清楚、说得明白、读得正确、写得流畅。本
事是训练出来的，绝非讲出来的。

要以鼓励为主。 毋庸讳言，我们的母语
是众多语言中不易学、 不易掌握的语种之
一。课堂上学生出现差错、产生困难是十分
正常的，教师不要去挖苦、讽刺，要多给学
生鼓励与帮助。鼓励学生不仅是手段，也是
教师思想的具体体现。

王崧舟：
好课有好味，一堂好的语文课得有“三

味”。
第一味是“语文味”。 语文味越浓，课就

越好。语文味就是守住语文本体，语文的本
体显然不是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即“写
的什么”，而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承载
这些内容，即“怎么写的”。 具体来说，语文
味表现在“动情诵读、静心默读”的“读味”，
“圈点批注、摘抄书作”的“写味”，“品词品
句、咬文嚼字”的“品味”。

第二味是“人情味”。 这里的人情味有
3 层意味：一是指语文课要有情趣；二是指
语文课要注重情感熏陶、价值引领；三是指
语文课要以人为本，充满人文关怀。

第三味是“书卷味”。 有书卷味的语文
课，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内含丰厚的文化
底蕴 ；有书卷味的语文课 ，儒雅 、从容 、含
蓄、纯正；有书卷味的语文课，或在教学设
计上别出心裁，或在文本感悟上独具慧眼，
或在课堂操作上另辟蹊径。

孙双金：
我对语文课堂有 5 点主张：
起点高一点。 建议运用课前预习单，让

学生独立预习，自己能读懂的教师不讲。通
过预习或研习，让学生带着问题、带着思考
走进课堂，提高教学的起点。

容量大一点。 建议白话文教学不要过
多地在内容分析上纠缠， 应转向语言的表
达、情感的倾诉方式。白话文教学容量可适
当增加。

难度深一点。 学习就是智力挑战，语文
教学的内容和问题要有一定难度， 让学生
“跳一跳摘到苹果”。 人的大脑也 “喜新厌
旧”，希望每天都有新的刺激、新的收获。

积累厚一点。 语言学习就是日积月累，
要在小学 6 年中让学生练好语文 “童子
功”，积累丰富的经典诗文，为一生的学习
打下扎实基础。

视野宽一点。 建议语文教师教学不局
限于语文书，要放宽视野，让教学向四面八
方打开，人类文明中优秀的、适合儿童学习
的经典美文均应收入教学视野之内。

薛法根：
从教师的视角看， 一堂好课应该这样

设计：
教学目标简明。 一堂课彻底解决一两

个学生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 真正给学生
留下点东西，比浮光掠影、蜻蜓点水、隔靴
搔痒的教学要有效得多。

教学内容简约。 课堂教学的时间是有
限的，学生的学习精力也是有限的。 因此，
课堂不需要把什么都讲透了， 留下点悬念
和空间，就是给学生自由和发展。

教学方法简便。 简单意味着可以学习，
是学生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简便的方法、
简捷的思路是为学生所喜欢、 所乐意接受
的。 好方法是真正能为人所用的有效方法。

教学媒介简单。语文教学可以舍弃不必要
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技术，克服“浪费与作秀”。现
代教学技术使用过度，也会扼杀学生语文学习
过程中独特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力。

教学用语简要。 课堂中除却了一切不
必要的繁文缛节，省去了不必要的言说，就
如同秋天的天空一样明净， 让人有一种心
旷神怡的感觉。

什么样的语文课是好课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一线教师纷
纷给“假语文”号脉问诊。

何为“假语文”？ 追根溯源，长期以来的
教学评价偏重于教师的教， 忽视学生的学
习效果，进而助长了“假语文”的盛行。 教师
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 学生的学习效
果才是评判语文真伪的标尺。

其实， 对于什么样的语文才是 “真语
文”，社会舆论也莫衷一是。 如果评判者仅
从教学技术运用程度与教师课堂言行上考
量语文的真与伪，未免不够科学。 因为即使
教学技术在课堂中的运用恰到好处， 但只
要还是教师主宰课堂， 牵着学生的鼻子学
习语文，就会学浮于教、徒具形式，学生的
语文能力也很难得到明显提升。 如果学生
在“合理”的课堂中学不到真才实学，教学
依然是“假”教学，课堂依然是“假”课堂。

一堂课下来，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与手段，只要能够让学生全方位、实实在在
地提升语文素养， 就没有人会否认它的真
实性。 所以，评判语文真假几何，终究还是
要看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如何，不然，真假
语文就会混淆不清。 多年来，语文教学低效
的问题饱受诟病，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曾
说：“中小学语文教育效果很差。 ”“10 年时
间，2700 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
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依此而断，“假语
文”其实就是低效的语文。

从语文教育的特点来看， 语言实践是
语文课的重要元素。 不少语文教师为了能
让学生在考试中谋得高分， 看重学生对文
本知识的积累， 而对语言文字的转化应用
不够重视。 许多语文课还是停留在囿于教
材、纸上谈兵的状态，导致课堂教学与学生

的生活实践脱节， 语文学习 “高分低能”。
“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语文
知识唯有与实践紧密相连， 才能切实转化
成学生的语文能力。 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
实践能力是语文教学的正道， 这就需要语
文教学更多地从课堂走向课外， 从教材走
向生活， 给每个学生搭建广阔的语文实践
平台，让他们充分地学语文、练语文、用语
文，更好地提升语文素养。

“真语文”的境界，就是能够促成学生
在实际生活中学以致用。 批判“假语文”，我
们不妨从逆向思维出发， 倡导语文回归生
活与实践，让虚张声势的“假语文”无地自
容。 只有这样，货真价实的“真语文”才能在
课堂中如鱼得水、浑然天成。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渴
口中学）

实践锤炼“真语文”
□杨启锋

如果学生在“合
理”的课堂中学不到
真才实学，教学依然
是“假”教学，课堂依
然是“假”课堂。语文
知识唯有与实践紧
密相连，才能切实转
化成学生的语文能
力，这就需要语文教
学从课堂走向课外，
从教材走向生活，让
学生充分地学语文、
练语文、用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