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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备课的启发性与引导性功能

——读钱和生老师《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论》有感

朱翠霞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是为了不需要教”。教，不单纯是传授，关键的问题

而是在于“引导”，引导学生自主地参与整个教学过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

造学生参与的条件，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去掌握知识、学会思维。正

如第斯多惠所讲的“一个真正的教师指点给他的学生的，不是已投入了千百年劳

动的现在的大厦，而是促使他去做砌砖的工作，同他一起来建造大厦，教他建筑。”

他并且用“不好的教师是传授真理，好的教师是教学生去发现真理”这样的话来

评价教师工作的好坏。可见有见识的好教师在教学过程的工作，不是“授人以鱼”，

而是“授人以渔”。

以开发学生潜能，确保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出发点

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从运用正确的信息传递方法、掌握好启发突破口

两方面，彰显启发性与引导性功能。

一、运用正确的信息传递方法，彰显启发性与引导性功能

认知心理学家们在探究信息的加工方式过程中,主要注意三种类型的心理操

作过程:一是选择注意；二是长时记忆；三是转换。他们根据知识在这三种类型

心理操作的差异，将知识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陈述性知识；另一类是程序性知识。

前一种知识是用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后一种知识用于“怎么办”的问题。

备课，其实质就是将贮存状态（贮存于教材中）的信息，变换成传输状态信

息输出。即帮助学生解决“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教师在

领会教学大纲，深钻教材的基础上，从所教学生的实际出发，对由一定的文字、

符号和逻辑构成的某一学科教材中的一个章节（或课文）作科学的安排、调整与

设计，以自己习惯的语言和逻辑顺序 ，变换成自己课堂教案内容。可见，教师

备课的意义就在于将教材中学科知识按照学生的认识规律加以组织、改造，以便

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这项组织、改造工作的好坏对教学信息传输的可靠性、有

效性影响极大，它能“加速”或“延缓”教学信息传输的过程，也就是说，教学

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信息变换的技巧。所以，教师在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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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信息变换时，必须把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作为其根本目的，正确地把握教学大

纲的实质，使教材的组织、改造的新信息编码达到最佳可输状态。要指出的是，

这种最佳可输状态，不是注入式的知识讲授形式，而是以有效的启发、引导方法，

让学生将教材新知识信息，同已有知识、观点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去理解或

认识它，并将这种新知识信息纳入旧有知识系统之中。也就是说，教师以有效的

方法帮助学生将“新知”同已有的“旧知”想结合，并使之纳入“旧知”体系之

中，从而达到让学生真正掌握教材中所蕴含知识信息的目的。

语文课堂教学“只有以学习者原来具有的认知结构为基础，通过精心设计的

教学活动，指导学习者重建自己的认知结构，才能使教学获得成功。”在让学生

知道知识是“什么”时，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摒弃陈旧的满堂灌设计思路，

树立学生是课堂教学主体的正确教育观，在充分掌握“生情”“学情”，搞清教学

信息源与学生接受教学信息之间的差距连接点的基础上，充分估计课堂教学中信

息传递与信息接收之间可能出现的障碍，设计引导学生自我扫除信息传递与信息

接收之间的障碍，启发学生自觉努力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的最佳方法，以致在课堂

教学的实施过程中，信息传递与信息接收这一系统处于最佳状态，达到全面提高

教学效果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向学生灌注新知识，而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学会学

习，即教会学生能运用旧知识去接纳新知识。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看来，学生掌

握知识、技能，获得发展的过程，绝不是一方“给予”一方“接受”的过程，而

是学习主体自我建构意义上过程，即主体经验的重组、改造、提升的过程。所以，

在帮助学生解决“知识用于‘怎么办’的问题”时，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

在语文教学过程的设计中，特别强调语文学习方法的指导，要求有计划，有步骤

地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时机，将有效的语文学习方法传授给学生。以便通过不同

阶段的语文学习方法的传授，让学生不断学习到新的语文学习方法，并通过不断

启发、引导学生在运用方法中提高方法能。最终达到教师教会学生学习语文、学

生学会学习语文的教学目的。

二、掌握好启发、引导突破口，彰显启发性与引导性功能

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教学过程中学生不应该是信息的被动接受

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得的主动参与者。此时，教师的作用就是引导者、启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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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启发、引导学生为最佳时机？孔子在《论语.速而》篇中讲：“不愤不启，不

排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宋代朱熹对此注解说：“愤者，心求通

而未得之意；排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其意；发，谓达其释。物之有四

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这一孔子的教学启

发艺术其内涵较为丰富，其实质是强调教师要掌握最佳教学实际，即当学生心愤

求通、口悱难达、急需教师启示开导的时候，教师适时而教，便能“时而化之”，

收到良好的效果。

突破口的选择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从教学的内容上讲应选在教学内容

的重点、难点、关键处，启发、引导、帮助学生解决教学难点，提高学生思维效

率。从教学的进程上讲，课始、课中、课终，都是启发、引导可以选用的较佳突

破口，都可以提高课堂效率：课始，通过启发、引导，可迅速将学生的注意力引

到课堂教学中来；课中，通过启发、引导，可及时地帮助学生排除思维障碍，使

课堂教学按计划顺利地进行；课终，通过启发、引导，可让学生进一步巩固课堂、

拓展讲授内容。

所以，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要求教师备课时，不仅要备教材，还要备

学生；不仅要备“教”，更要备“学”。在充分了解学生实际现状的基础上，把课

堂教学设计的工作重点放在启发、引导方法的设计上，以便在课堂教学实施中，

根据课堂教学可产生的千变万化状态，抓住启发、引导的突破口，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学习，从而准确而有效地点拨学生心灵的乐曲，启迪学生智慧的火花，引发

学生的积极思维。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他们不仅是认识活动的主体，

更应该是语文实践活动的主体。为此，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特意“预留”

了“课堂生成及解决”栏目。这一栏目的设置，“不仅关注教学过程中既定方案

的实施，更关注师生在互动过程中的创造和发展”。就是给教师“预留”了解决

课堂“生成”问题的“空间”，以便根据课堂实施过程中的变化更新教学程序，

抓住时机，采用能有效解决“生成”问题的启发、引导方法，对学生“生成”的

朦胧的想法、新颖的见解，通过反问、设问或追问，去有效地刺激学生的“动情

点”，让学生参与到验证“生成”问题的实践活动中去，“跳一跳”“摘桃子”，保

证学生情趣盎然地投入到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之中去，进而达到启发、引导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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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