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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荣生作品《语文教学内容重构》有得

朱翠霞

走进工作室，师傅为我们推荐了 100 多本书，要求我们五年

内读完，听到要求，我有点质疑自己能否做到。在平时的工作中，

读书已经被生活琐事所代替，早已没有上学时那样的心境。工作

十几年，读了几本书，屈指可数。拿到《语文教学内容重构》这

本书，厚厚的，沉甸甸的。初读，晦涩，急躁，经过一个多月的

仔细阅读，反反复复的阅读，心沉静下来，能够反思教学有所领

悟，颇有一些心得。

现阶段，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注老师

的教比关注学生的学多，没有真正的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而当前

语文课程的重心在于语文知识的除旧纳新，培养孩子学习的主人

翁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由此看，教育的目标与实施产生

了矛盾。

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出现这样的状况：

面对同一个文本，不同的教师的教学内容可谓是千姿百态的。也

就是说，语文教学内容的随意性过大。王教授对这一现象进行反

思，提出了语文教学内容的重构是语文课程改革的当务之要。那

么，针对一个文本，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王荣生教授作了如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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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一、 要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

好的阅读教学，往往基于合适的文本解读。拿到一个文本，

我们应深思、细嚼文本思考应采用什么样的的阅读方法。

二、要根据“学生学情”选择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应以学生的“学”为基点的课堂教学。教师备课的

基点应是“学生需要学什么”，“学生怎样学才好”，而不是“我

要教些什么”。

细细思忖，反思我们的课堂教学，确确实实存在着教学内容

随意性过大的问题，同一篇课文，不同的教师，会确定不同的教

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正如王教授所说：“对着新标准，苦想教什

么；捧着新教材，不知教什么；举着新理念，还教老一套；搬些

新方法，自己也搞不懂在教什么。这些现象，在语文新课程的实

施中，恐怕大家都有耳闻或者目睹，对此我们应该老实地承认并

严肃地面对。”

王荣生的《语文教学重构》这本书，为我打开了真正走进

语文教学的大门。语文教学到底教什么，怎么教。看似简单的问

题，值得深思。曾经为自己的教学成绩骄傲，曾经为自己的一摞

证书自豪，教了 15 年的书，反思语文课堂，我教给了学生什么，

学生学到了什么呢？扪心自问，是在误人子弟还是得过且过？也

许没那么严重，可是自己却又说不出一二。读完这本书，似乎感

觉自己又不会教学了。在这本书中，我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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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在教学中“它既包括对既定课程内容的执行，也

包括在课堂实施中对既定课程内容的改造，还包括教师乃至学生

在教学中所产生的课程内容；既包括教师在教学中对现成教材的

沿用，也包括教师对既定教材内容的‘重构’——改编乃至增删、

更换等，还包括其他途径的种种材料的呈现。”而我的课堂把课

文当做“教学内容”，这是错误的，也与教学实际不符。课堂面

面俱到，从内容到形式，包括字词的读音解释，作家作品常识介

绍，段落大意概括，文章结构分析，重要语句品味等。这些教完

了，就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程式化的教学，随心所欲预设的教

学内容，这些都违背了语文教学规律。

曾经观摩优秀教师出色的授课，可只是在教学方式、方法上

表面地模仿。换句话说只是明白“怎么教”，忙活了半天却还是

不清楚“教什么”，不能在本根的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创生这个环

节上加以把握，寻根溯源。所以读完这本书语文教学内容的重构

我认为是选择创生的语文教学内容如何达成新目标的问题。 王

荣生先生指出，语文教学形态，“教”的部分“包括教师根据学

生的实际去选择教学内容，选用适当的教学组织方式和教学方法。

也就是说应该根据新目标，根据学情对教学内容选择和创生，采

用合适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在重构的同时我们除了关注我们要

教什么更应关注学生学到了什么。

这本书虽然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了理论层面的理解，但是

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例如：语文知识的纳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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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是什么？如何评价是否达成新目标的教学内容？课程标准

该如何细化？单元整体教学，整本书阅读，定篇教学，单元样章

如何操作？虽然有了一些理论层面的理解，但是如何运用于教学，

将是我努力地方向。

在这本书的阅读中，我深深体会到思考的重要性，在阅读

中进步，在阅读中提升，“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功夫用

在哪里，唯有读书。读书丰富头脑，读书引领方向。端正态度，积

极努力，也许在工作室我不是优秀的，但是我愿意紧跟步伐，挑

战自我；自我定位，实现规划，也许工作室的优秀老师会长成参

天大树，但是我愿意经历风雨，见证自我。工作在农村的教师课

堂改革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坚信，八年级新学期，

我的课堂将会是全新的，虽然只是刚刚起步，但是我愿意走在路

上，边走边摸索边思考，一路前行，无怨无悔。

“在目前的情况下，对语文教学来说，我们以为教学内容更

为重要、更为关键。一堂语文课，如果教学内容有问题，那么教

师的教学再精致、再精彩，课堂的气氛再热烈、再活跃，价值都

极为有限。”王荣生先生的话值得我们每一位语文教师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