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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程教学论》学习心得体会

赵 燕

《语文新课程教学论》一书建构在多种学科理论交叉的坚实基础之上，从现

代教育理论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全书选题设计新颖，理论视野广阔，理论启示

深刻，传达了多种理论智慧。全书一共十篇，其中第九篇《语文时尚阅读与兴趣

阅读教学考察》中谈到了当前高中生的阅读清况：“阅读中轻视思想，崇尚感觉，

轻视严肃，崇尚调侃”，写作时也“鲜有人能写出阳刚大气，严谨纯正、雄健有

力的文章”。

究其原因，其中一条是“来自于社会、学校、家庭的外在压力和自身的学习

负担，使得今天的中学生们情绪越来越紧张，心理越来越沉重。于是许多中学生

在极为宝贵而有限的课余时间里，大都倾向于阅读一些情节简单、内容浅易、情

感轻松的作品，希望通过轻松的阅读来帮助自己摆脱繁重的课业负担，缓解严竣

的升学压力，调节紧张的精神生活，而童话、小说、漫画等类型的书籍恰恰满足

了学生的这种需要。”

但是人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 曹教授认为学生并不否认经典作品对自己的

良性影响。歌德曾经以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影响当时德国的青少年，甚至有

人像维特那样穿戴；而一本《麦田守望者》也打动了那个年代无数美国的青年男

女。在中国，曾经有位刚跨入重点中学的高一新生这样描述他对名著的感觉：“名

著都是一座座冰山——藏入水下的是八分之七，露出来的是八分之一，名著因此

显得深不可测，遥不可及，让人敬而生畏。”这段文字固然有学生对名著的敬畏，

但是说明中国的高中生对名著还是有着正确的认识，名著对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吸

引力，只是难易程度的问题，学生与名著产生距离。

这里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名著引导学生阅读，从而使学生增强阅读兴趣，把握

名著精髓的问题。

曹教授认为郭沫若的《女神》是现代诗歌的奠基之作，诗中洋溢着喷涌的激

情。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色。但是在学生眼睛里，他的诗歌是时代的口号，

诗味不浓。把这首诗歌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相比较，后者朗朗上口，意境优

美，学生更加喜欢，而且熟读成诵。因此，学生的个人阅读兴趣，教师必须作为

重点对象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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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也赞同曹教授的观点，认为学生经典阅读的核心不是愿不愿意

阅读，而是阅读什么经典作品的问题。毕竟好学向上是学生主流的成长心理。感

兴趣的阅读材料即便是经典也是愿意接受的。记得笔者 15 岁的时候，一下子获

得了玛格丽特•米歇尔的小说《飘》上下两册。这也是一部经典著作，笔者从下

午四点开始看，一下子就看入迷了，一直看到晚上九点，才把这两册书全部看完，

而且这几个小时就在一把椅子上坐着，几个小时没有改换姿势。曹教授认为“兴

趣阅读内容的通俗性使中学生的阅读活动变得轻松而充满乐趣，最大限度地激发

了中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主动性。虽然家长和老师一再约束、阻拦，学生们总是

想方设法偷偷进行阅读。课堂上、自习中，他们把书藏在课本下偷偷地看；上学

放学路上，他们在车上看，或边走边看；在家中，他们把书压在书包底下，藏在

枕头底下躲着父母看，甚至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有人这样回忆：“我曾经在

课堂上抄的席慕容诗集，到如今都舍不得丢弃，每次搬家都会视如珍宝一般，擦

了又擦，然后又将它装入书柜，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青春。”

曹教授认为阅读活动是一种寻求理想和自我理解的活动。在哲学解释学来

看，对生活的理解寻求的并不是客观知识，而是关于自身存在的意义。那么，我

们就可以说，读者对本文的理解，就是通过本文追寻自身存在的意义，建构自我

的世界。所以，寻求理解不过是一种手段，是阅读的起步，自我理解才是阅读的

完成，才是阅读活动的终极目的。正如加拿大学者阿尔斯托•曼古埃尔在《阅读

史》中所说：“我们似乎在一本接一本的书中发现了自身生命的种种痕迹。”因此，

中学生的兴趣阅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达到自我理解，实现自我建构。

现代教学认识论告诉我们：学生是认识的主体，发展的主体，处理信息的主

体。他们以学习者的身份参加教学活动，其主要形式是“不像一面镜子似的接受

客体的反映，也不像录音机似的听取和储存教师的语言信息。他对自己认识的客

体具有能动性，是在主动地同客体交往的过程中，取得正确认识，促进自身的成

长。”比如某高二学生对 “竹喧归浣女”的新颖探索如下：

“竹喧归浣女”书下注解为“竹林间人声喧闹，洗衣妇女归来。” 也有资料

解释为“姑娘们洗罢衣服，笑语喧哗从竹林回家去。”在目前看来。这是一种很

普便的解释。但当我读到这里时感到这种解释虽然字通句顺，但翻译过来的意境

与整首诗的静谧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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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于王维创作的后期。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代表作家，王维此时过着

亦官亦隐的生活，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时期的诗歌，表达的是闲情逸致、

宣扬的是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意境非常清幽。由于生性好静，他把独往独来的

归隐生活写得很静谧优雅。甚至在《酬张少府》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从诗中看，他根本无心于世事，生活的重心转移到松风山月，转移到流水渔舟。

常人远离人世所惯有的孤独感他没有，他在诗中反而纵情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流

连于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流露出自得和闲适，让人感受到一片完全摆脱尘世之累

的宁静心境。

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字里行间流淌着自然环境的清幽，朴素淡雅中蕴含着

绚烂之后的返璞归真。五言律诗《山居秋暝》即是此种诗歌的佳作。诗中写道：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

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此诗描写的是秋日傍晚雨后的寂静山村风光。

首联“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作者写山中树木郁郁葱葱，遮天蔽日，这样

的地方自然人迹罕至，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空的。正如《鹿柴》中写的“空山不见

人，但闻人语响”，这样的山如世外桃源，又逢初秋的傍晚，山雨初霁，空气清

新，被秋雨洗刷过的景色焕然一新，令人流连忘返，山中的幽静自不待言，又使

作者在天地间看到尘世间少有的景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一幅恬

静清新的图景，大意是说天色已经黯淡了，却有明月泻下皎洁的月光，秋天花儿

大都凋谢了，却有青松昂然挺立。静静的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

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啊！

如果此时“竹林间人声喧闹，洗衣妇女归来”，那多破坏在此之前制造出的

幽静的气氛。再说人声喧闹，何来空山之感？“洗衣妇女归来”中“妇女”二字

让文章凭空多了烟火气、世俗气。在清幽的世界中，一群妇女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呕哑嘲哳嘻嘻哈哈的与这个充满禅意的空山极不协调。再进一步想想，这群妇女

会说些什么？恐怕绝非王维所想听的青灯古佛之类吧。所以我想王维的“竹喧归

浣女”可否理解成：一个浣纱归来的少女穿过茂密的竹林回家，繁茂的竹叶挡住

了她的去路，她用手轻轻地拨开，结果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因为山中太寂静，

这声音显得比平时大了许多。这样的翻译既保持了整首诗清幽的意境，又不违王



- 4 -

维此前为幽静所作的种种努力。

这就是一种学生主观去观察问题，思考文本的表现，是把自己当做学习的主

人的表现。学生只有积极建构认知的图示，才能使获得的知识真正内化为自己的

精神财富。

那么语文教师在学生的这种学习现状面前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应该用

经典的诗歌引导他。诗歌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诗歌对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心理、文

学方面的影响不可小视。十六七岁是花季、雨季，也是读诗、背诗、写诗的年龄，

符合心理学上的“学习的最佳期限”。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清华教授在《猜测上帝

的诗学》一书中说：“诗歌与青春有关，与叛逆有关，每一个青年人都是一个潜

在的诗人，就像所有的植物在春天都要开花。”如果能用诗歌来引导学生的心灵，

让他们要么将身心融入大自然，汲取来自大自然的智慧；要么关注时事，获得匹

夫有责的激情。一方面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以美育人，学生乐

于接受，还可以陶冶情操，一举数得。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过“最

近发展区”理论。维果斯基认为在进行教学时，必须注意到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

一种是现有发展水平，一种是即将达到的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称为“最近发

展区”。维果斯基认为，重要的不是今天为止已经完结的发展过程，而是那些现

在仍处于形成状态的，刚刚在发展的过程。因此弄清楚学生发展的两种水平，将

大大促进教学对发展的作用。如何挖掘学生自身的潜力，沿着正确的教育方向抓

住“最近发展区”的教育契机，达到预期的教育期待， 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切

入点。

当然引导学生学习诗歌不能走入修辞的误区。学生刚刚接触诗歌时，很容易

沉溺于一些美好的句子，漂亮的修辞。因为学生有着过量的青春的思绪，过剩的

荷尔蒙会让一部分学生认为把一些漂亮的词句堆砌在一起就是诗歌，这些华丽的

词语放在一起还会产生一种神奇的天然关联作用，生成一种蒙太奇效果，照这样

发展下去学生的言语就会流于肤浅，甚至学生不是在用身体和心灵写作，而是运

用词语，诗歌不是心灵的表达，转而成了一种词语游戏，再聚合与分离中走向肤

浅，这就进入误区，教师应特别引起主意。

诗歌应该具有成长性，应该随着学生生命的成长而成长，应该帮助学生的成

长而变化。张清华教授认为经典诗歌具有这种力量。因为艺术的美往往以诗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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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历程为代价。张清华教授认为一个诗人承受命运多少打击，艺术就返还

给他多少；相反，他从仕途经济中获得多少，艺术最终就从他那里拿走多少。人

只有在其生命达成了与世俗理性相抗衡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接近诗，或者接近于

成为一个诗人。

教师应该将这样的经典诗歌传递给学生，它“关注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解

答围绕人类自身的存在问题”。 同时它也蕴含“知识与内容”“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知识结构，符合新知识观的核心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