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践行从“教课文”到“教语文”的美丽转身

赵燕

这一学期，我抽空学习了吴忠豪教授的专著《从“教课文”到“教

语文”》，对于何为“教课文”，何为“教语文”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现把有关学习心得整理如下：

一、从两句“名言”说起

首先我们来看语文界的两句名言：一是“教什么”比“怎么教”

更重要；二是“教语文”而不是“教课文 ”。

语文课到底要教什么？近年来，关于语文教学内容如何确定的问

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教语文”又应该教些什么呢？这又是

许多一线教师感到迷惑的地方。

其实从叶圣陶先生所说：“课文只是例子。”这句话中我们也许

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发挥好例子的作用而不是解

读例子本身。上海师范大学吴忠豪教授在《语文课须围绕本体性教学

内容组织教学》一文中提出了语文课要区分“本体性教学内容”和“非

本体性教学内容”这一命题，并明确主张：“语文课须围绕本体性教

学内容组织教学”。这无疑是对“如何确定语文教学内容”研究的又

一次突破和深化。

那么为什么要提出“本体性教学内容”的概念？到底什么是“本

体性教学内容”，什么是“非本体性教学内容”呢？

当前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基本形态就是教师带着学生一篇一篇讲

读课文。不管是哪一种版本的语文课本，从第一课开始到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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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一篇篇课文连缀而成。语文课的主要活动是阅读课文，严格意

义上说就是教师领着学生深入分析理解课文。

尽管语文教师都认同语文课应该是“用课文来教（学）语文”，

但是不可否认，“讲课文”成为常态化的语文教学形态。有一年台湾

赵镜中老师和大陆的一位老师共同在内地上《太阳》一课。前者教学

目标是让学生认识说明文的阅读方法；后者教学目标主要是研究太阳

远、大、热的特点，以及太阳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赵老师事后不无感

慨地说：大陆的语文课主要是在讲课文。他认为语文课不应该讲课文，

而是应该教学生学习的方法。这番话其实道出了大陆和台湾两地教师

语文教育观方面的差异。

吴忠豪教授对“讲课文”这种常态化的语文教学形态进行了深入

研究，发现造成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最根本原因是长期来我们将“非

本体性”教学内容当作了语文课主要目标进行教学，造成语文课“本

体性”和“非本体性”教学内容的错位，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性质。

二、何为“本体性教学内容”和“非本体性教学内容”

我们都认同，语文课程作为基础教育中的一门核心课程，不仅承

担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任务，还承担着思想品德、情感审美

和多元文化教育等诸多任务。

按照《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功能的阐述，我们可以把语文

课程的教学内容大致划分成两个大类：一类是语文本体性教学内容，

一类是非本体性教学内容。

从哲学层面看，所谓语文本体性教学内容就是反映这门学科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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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区别于其他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语文知识、语文策略

（方法）和语文技能。这类教学内容是语文课程必须承担的本职任务，

反映出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本质特性。完成这些教学内容，就

能为学生学习各门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也能为学生人文素养的全面

提升奠定基础。

所谓非本体性教学内容包括情感、态度、审美、价值观教育、多

元文化的学习、思维能力包括创新精神的培养等，这类教学内容并不

是语文课程一科独担的，而是基础教育各门课程共同承担，并且学校、

家庭、社会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所能发挥的作用远

远超过了语文这门课程。

语文作为一门以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能力为主要目标的综合

性实践课程，理所当然地应该以语文知识、方法和语文技能，即本体

性教学内容为目标展开教学，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本体教学内

容应该是渗透在语文知识、方法和技能的学习过程之中的。

三、“讲课文”，为何难说再见？

崔峦老师在宁夏的全国小学阅读研讨会上说“要和课文内容分析

说再见”，这句话很正确，但实施起来难度很高。为什么？因为现在

的语文课程设计就是讲课文的课程设计，语文课就是一篇一篇讲课

文，教材给出的就是课文的内容。每篇课文教什么，也就是语文课程

内容（本体性内容），需要教师自己确定，自己选择。这是一个很大

的难题。语文课不能跳出教课文的怪圈，主要和语文课的课程设计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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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教材没有提供合适的课程内容。同样一篇课文，老师选择

的课程内容可以完全不一样。由于语文课本提供的只是教材内容，至

于这篇课文“教什么”，也就是课程内容，完全凭教师的个人经验和

认识去选择，去琢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语文课程内容的随意、

零散、无序和经验化。相当部分教师由于对语文“课程内容”认识肤

浅，难以区分“教材内容”和“课程内容”，甚至误将“教材内容”

当成语文课的主要目标，课堂教学中大量时间花费在文本内容的梳理

和思想情感的感悟方面，这样的语文课上和不上当然就没有什么区

别。

第二是现行语文教学流程不适合学生学习语文。现在语文教学的

一般流程是初读课文，然后是分段讲读，最后总结练习。这样教学流

程本身就是一个适宜于文本解读的流程。有人认为，教师对文本的解

读有多深，学生对文本的感悟就有多深，这完全是成人的一厢情愿。

学生何时能够达到教师的感悟，理论上讲大概需要到成人的年龄。语

文课堂里大量时间用于讨论教师对文本的感悟，缺少目标明晰的以学

生为主体的语文实践活动，其结果必然会降低语文教学的效率。学语

文的流程是怎么样呢？就是按照语文知识或方法的学习规律，按照

“领会知识（方法）—指导运用”的步骤设计教学。

第三是我们的课程设计没有预留学生语文实践的时间。语文课程

标准说语文课要培养语文实践能力，而实践能力只有在语文实践中才

能形成。现在的语文教材课文数量太多，一篇课文教两个课时，只够

教师讲课文。如果把课文减少一半，大概每学期教 15 篇左右，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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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留出一半时间让学生进行语言的实践。其实课文多教几篇、少教

几篇，对学生阅读能力提高并没有直接关系。现在有些教师也重视在

语文课上安排学生的语文实践活动，但往往的教师个人行为，而不是

课程行为。语文课如果有一半时间留给学生去读书，去表达，去实践，

那么语文课的效率就一定能够提高。山东烟台搞的双轨教育实验，就

是每个星期语文老师少上 2 节语文课，让同学去图书馆读书，学生的

语文能力提高了。我们的语文课，核心是阅读，主线是阅读，然后教

师根据自己的认识添加听说读写等语文实践活动，添加什么实践活

动，添加多少实践活动，都是老师个人行为，而不是课程规定，这是

我们课程设计很大的不合理。

四、如何运用课文来教语文？

在现行语文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师如何运用课文来教语文呢？我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依据课文合理开发课程内容。这篇课文究竟要教什么，教

师要非常明确。现在每一篇课文除了生字新词，其他应该教什么，课

程内容是不清晰的。语文课程内容的开发，要瞄准语言知识、语文方

法的教学和语文能力的培养。

第二，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合理地选择课程内容。一篇课文可以选

择的语文课程内容很多，这需要教师老师自己去选择。现在我们的语

文课教的内容往往太多、太散，教师解读文本时认为有价值的都要教，

但都是教过，不求教会。其实语文课不应该追求教过，而是应该追求

教会。



6

第三，依据认知规律有效设计教学流程。要教会学生，其教学流

程应该是“认识领会——实践运用——反思总结”的过程。语文知识

的教学、语文学习方法的教学都应该这样设计教学流程。如果是课文

语言的学习，那么首先是要理解、积累，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让学生尝试运用。我们的语文课花在词语理解上的时间不少，所

以学生学到的是消极词汇，能理解但不会运用。如果教师以运用语言

为目标去设计教学流程，那么每篇课文教学都应该设计有尝试运用课

文语言的教学环节。这样就能够促进消极语汇向积极语汇的转化，学

生的积极词汇量增加了，语言的质量就能够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