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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茶还需热水泡

读《语文教学中情境化教学研究》有感

蒋秋香

前不久看到一篇短文：“你有一包上好的茶叶，也许是西湖龙井，

也许是雨前碧螺春，你还有一瓶好的矿泉水，一把好壶，所以你以为

能泡出一壶好茶。这么好的一壶茶不与人分享岂不可惜？当有人前来

想要品茶时，你热情地给他们倒上，可是，慢着，茶水怎么淌了一地，

根本没倒进杯子里？原来，你根本没有打开茶杯盖就把茶水倒了下

去。更遗憾的是，因为水是凉的，所以茶也没有泡出味来。”你也许

会嗤笑，谁会犯这种错误？其实老师就经常做这样的事情。

老师有好的知识、理论、方法，也有把自己所学传授给自己学生

的强烈欲望，就像一个有好茶、好水、好壶，要和别人分享的人一样。

但是老师忘了一点：学生是否已经打开自己的心门准备好去接受这些

知识、理论、方法，也忘记了用“温暖”的感情去传播这些学问，这

和一个人只顾着给别人倒茶而忘记了揭茶杯盖和用凉水泡茶没什么

两样吧!

我一直认为，无论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而言多么重要的知识技能，

如果教者不事先激发起学习者强烈的欲望，那只能是低效劳动，甚至

是无效劳动。所以教授的节点和方式至关重要，而现在较时髦情境化

教学模式，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做足了揭茶杯盖和热水泡茶的功夫。暑

期专门搜罗了有关论著，《语文教学中情境化教学研究》读后很有感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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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既界定了语文情境化教学模式的概念、意义，也对语文情境

化教学的实践原则做了探索，让人明白揭杯盖的重要性，也学到几招

热水泡茶的手段，很有指导意义。下面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受

到的启发以及存在的疑问。

一、语文情景教学模式体现的理念

专著认为语文情境教学模式体现了全面、和谐发展的理念，是一

种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它改变了以往“以教师为中心”， “以课堂

教学中心”、 “以课本为中心”的模式，适应了新时代素质教育的要

求，注重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语文教学的内容和学生的

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了，和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现实结合起来了，

和现代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了。

新的理念引起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材的改革。传统教材偏重思想教育，现在使用的 2013年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中职语文教材，相当一部分内容，无论形式还是内

容极具时代特色。从内容上看，反映当代对和平、环保等问题的关注

与思考的课文大幅度增加。如《寂静的春天》揭示了滥用化学药品的

危害；《麦当劳中的中国文化表达》展现了世界经济交流频繁的前提

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工商文明的基因》指出商业文明必备的

品质；《“可燃冰”将解千年能源忧？》直面人类的能源危机并大胆设

想解决方案；新闻通讯单元更是关注各种精彩人生，弘扬主流价值观，

反思战争，呼吁和平。从形式上看，除了传统的散文、话剧、小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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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外，更多地加入了杂文、述评、科技新闻、科研论文、新闻特写

等时尚的文体样式。综合实践活动也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电子小报

的制作、新媒体特点的分析、事件人物述评的写作、对家乡的宣传、

对低碳生活的探究等，无一不体现了对学生的生存发展的关注和悉心

引导。

2 教学形式的改变。一支粉笔打天下的时代过去了，语文教师必

须学会利用网络资源和多媒体技术来丰富课堂内容，增强课程的吸引

力。制作多媒体课件代替了传统备课。然而精良的课件制作不仅需要

教师的奇思妙想还要高超的制作技能，这技能真不是人人能运用自如

的，于是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探索，先是由相关部门牵头制作与教材

配套的课件销售，授课教师直接挪用，无需费神；后来因无法体现教

师的个性，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放手，教参也改成相关教学资

料的罗列，教师可自行选择有关内容制作个性化课件，但是每课都做

出课件来实在太不现实，学情在变，时代在变，网络上分享的无法保

证质量。建议有关部门是不是建立资料库，鼓励教师将制作的课件上

传分享，同时也进行质量把关。挑选出优秀的课件请专业技术人员润

色后再共享。

3 学生的学习方式在改变。由被动学习变成了主动学习。我国古

代教育家就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语文教学，只有创设情境，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才能发挥学生的自由思想，才会提高教学

的效率。而主动学习的理念，就是要改变一味的接受学习、死记硬背、

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的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能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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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和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强交流合作

的能力。有的老师认为课堂由教室换到草坪上就是创设了不同的情

境，或者安排了学习小组就体现了交流合作，我以为这些都是形式，

关键在老师是否能给学生充分的信任，足够的耐心，不越俎代庖，真

正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教师只是提供方法指导，和结果验收。否则

还是挂羊头卖狗肉。

4 师生关系的转变。社会提倡民主、平等，教育领域更需如此。

为了实现民主主义的联合生活，就必须教育所有的社会成员，发展个

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能力，必须把成长作为一切成员的理想标准。教

育领域的平等最为重要的时教学过程的平等。语文教学中，需要我们

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如团结友爱、尊师爱生，注重集体利益，

但一定要摒弃重权威、重功名的消极因素。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关

系的形成有助于激发青少年创新的锐气，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

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趋势。

二、语文情境化教学必须坚持的原则。语文情境化教学遵循一般

的教学规律，又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则：

1 主体互动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

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语文教学中围绕“谁是主体”，有很多争论。有

人认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但实际操作中，

却容易过分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而忽略学生的主动性，导致教师满

堂灌，学生疲于应付。所谓的主导，还只停留于照本宣科，做教参课

件的传声筒。有人提出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的主体，教学活动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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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长、共同营造成功的教学氛围。可是在实际教学中一节高效的课要

根据教学的内容和学情来确定谁是课堂的主体，或者在哪个环节以谁

为主体。教材是无声的语言，课堂是教师、学生和文本的对话。所以

我认为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不能断章取义，牵强附会，通过客观地

计算教师和学生的活动量来确定一节课的主体是谁。一味地强调学生

的主体地位。看轻教师，也会限制教师的创新思维。特级教师于漪老

师说：“教师要以作者之情化为自己之情，以自己之情点燃学生之情。”

从而使教师、学生、文本作者达到情感上的共鸣。文本的作者是一个

特殊的主体，在积极、和谐、适宜的语文教学氛围中，充分调动教师

与学生的积极性，以学生为中心，以课文为依据，培养学生的科学精

神与人文素养，增强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2 善于发现的原则。布鲁纳认为，教学过程就是在教师引导下学

生主动发现的过程。语文情境教学就是这种理念催生的教学方法，以

创新和实践为基础，利用教师提供的教学情境，学生主动学习，思考，

探索，发现。然而现实中的语文教学还摆脱不了应试的阴影，滋生出

了奇怪的“情境教育”，将文本内容转化为画面，为文字配上音乐，

这样就吸引学生的眼球，上课不打瞌睡，提问用课件显示，在简单讨

论之后，公布统一答案，这是理想的情境化教学吗？我个人认为，太

小看学生的智商了，而且没有培养学生善于发现的能力，只是让课堂

热闹了一点而已。要克服认识上的偏差，有很长的路要走。

3 自我建构的原则。皮亚杰认为，每一个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就是主体的认识由不断的发展的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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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适应的过程圈。语文教学要求学生不断地完善、优化自己的认

知结构，即不断地进行自我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建构

的结果，更要重视建构的动态过程。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学生的认

知结构及对文本的解读是相对平衡和稳定的。在教师自己的认知结构

范围内，根据教学活动的难易程度及学情，与学生展开互动。如课堂

上那些问题的来源，可以是学生提出的，也可以是教师通过特殊的情

境诱导学生提出的，甚至可以是教师或文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能

引起主体之间的互动。打破原本的平衡，进入不平衡的局面，当互动

后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又会不断丰富、拓展自己的认知结构。在这一

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基于自己的认知结构得出的结论，不可强行用

统一答案限制学生的发现。

把语文课堂变成学生神往的、能自由展现个性、发展能力的课堂，

是每个语文老师的梦想，这个梦激励着我们探索的脚步。追梦需要热

情，正如一壶好茶，需要热水去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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