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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使我们的语文学习变得有效，

如何使学生热爱语文，进而热爱阅读、热爱书籍，就是如何

使我们的语文课上得受学生欢迎，对学生造成深刻的影响，

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课外阅读，影响到他们终身热爱阅读。 我

有一个学生初中是农村中学毕业的。前不久他给我发来一个

短信息：“老师，一个月前我生平第一次投稿，是两首诗歌

。刚才我接到了作品编辑部的通知，我的诗歌被采纳了。这

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心，要在创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

个学生在学校时成绩并不优秀，但他热爱阅读，喜欢思考，

喜欢写作，我相信他会终身热爱书籍。他将来做什么职业并

不重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这一辈子，会是一个有品

味的人。能够把学生培养成这个样子，我想，我们做语文教

师的，就算是尽到责任了。 教育的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阅

读问题 中国的许多乡村学校，与世界著名的帕夫雷什中学非

常相似。帕夫雷什中学是一所典型的乡村中学，生源就来自

一个村子。从小学到中学，就七八百学生。校长叫苏霍姆林

斯基，是世界教育史上大师级的人物。 苏霍姆林斯基是怎样

办好这所学校的呢？ 说来非常简单，他就是从抓学生的阅读

开始的，因为他发现，教育的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阅读问

题。 苏霍姆林斯基被任命为校长时刚29岁，他发现在课堂里

，孩子们回答问题往往缺乏生动的、个人的思想，语言也显

得单调贫乏，是“在缺乏形象的情况下进入学生的意识的”



，语言“本来是鲜艳芬芳的花朵，现在却变为夹在书页当中

的干枯的花片”。他还发现，学生在学习中感受不到学习的

乐趣。吸收着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却没有获得精神生活

的幸福；一位学生甚至对母亲说，让我们搬到一个没有学校

的地方去吧。 苏霍姆林斯基不断地对自己说，再也不能这样

继续下去了！他引导全校教师注意，“许多学生在阅读技巧

方面没有达到足以自觉地领会教材的程度”，“他们还没有

学会流畅地、有理解地阅读，没有学会在阅读的同时进行思

考。许多学生的阅读尚未变成一种半自动化的过程。孩子们

在读课文时全身紧张、头上冒汗，唯恐读错了单词，碰上多

音节的词往往读不顺畅，因为他们不会把这些词和词组作为

一个整体来感知。他们的全部精力已经放在了语言工具的使

用上，而对于用这个工具来干什么，他们已经无暇顾及了”

。 语言就像一面透明的镜子，学生透过它来理解词语后面的

内容，当这面镜子清澈时，学生会非常清楚地看到镜子后面

的东西，不会觉得自己是在看镜子；而当镜子浑浊时，学生

就会吃力地在看镜子，以至于无暇顾及镜子后面有什么。 苏

霍姆林斯基曾经做过这样的检测，他让学生朗读一篇文章，

同时在旁边挂上一幅与这篇文章有关的图画。等到学生读完

这篇文章后，他询问的是有关这幅图画的内容。因为一个阅

读能力正常的人，视音之间可以相隔七个字以上的距离，也

就是说学生的声音还停留在某一点上时，他的视线应该已经

到下面去了。这样，他在朗读时，他的视力是有闲暇的，他

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眼角的余光，扫视到这幅图画的内容。如

果一个学生的阅读能力差，他的视音差就会相当小，甚至会

完全重叠，他会读得吃力，也看得吃力，视力就完全没有闲



暇了。苏霍姆林斯基发现的问题正是学生视音差非常之小。 

数学老师说：“原来某些学生之所以不会解算术应用题，是

由于他们不会流畅地阅读。” 物理教师说：“既然学生还不

会阅读，不懂他所读的东西的意思，怎么能让他学好我的物

理课呢？” 问题的症结终于找到了： 为什么学生不会思考？

因为他们不会阅读。 为什么学生不会学习？因为他们不会阅

读。 为什么学生不爱学习？因为他们不爱阅读。 而为什么学

生不会阅读、不爱阅读呢？ 那是因为我们做教师的根本没有

引导学生去阅读，没有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更没有

恰当地引导学生的阅读。 问题清楚了：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

地掌握知识的能力，是学生智力发展中最重要的方面。而在

这个总的能力中，阅读能力又居于首位。 于是，办好一所学

校的思路出来了，那就是从抓全体学生的阅读开始。这真是

一种有创意的想法，办好一所学校的突破口，竟然是培养学

生的阅读能力。苏霍姆林斯基号召全体教师，在所有的课程

中都要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他说，阅读应当成为吸引

学生爱好的最重要的发源地。学校应当成为书籍的王国和思

考的王国，应当教会每一个学生怎样在书籍世界里遨游。 用

情感与智慧点燃阅读 有些老师说，别说热爱阅读了，我的学

生根本就不读书。 那我们不妨反问自己：学生的阅读兴趣是

怎样失去的？ 是因为语文无趣、阅读无趣，而比阅读有趣的

东西吸引了他们吗？ 那语文无趣、阅读无趣又是怎样造成的

呢？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尴尬的答案：学生们

正是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逐渐失去阅读兴趣的，正是我们这

些语文教师让学生逐渐失去了阅读兴趣的。 这不是哪一个语

文教师的责任，而是语文教师群体的责任。只要设身处地地



想一想，从小学到中学，坐在无趣、无聊的课堂里，我们会

喜欢上阅读吗？ 记得大学四年级去实习时，一位实习学校的

老师给我们上示范课，那是一堂十分沉闷而无趣的课，满是

程式化的操作。我们当时很迷惑，语文课今后就得这样上吗

？课后，我们的指导老师吴容甫教授问我们，这课上得怎样

？我们都说好啊！吴教授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的课上

成了这个样子，我统统给你们不及格的成绩。他说，教学法

上说，语文课有思想性，工具性，这个性，那个性，我说最

重要的就是趣味性。如果学生觉得十分无趣，你的教学还有

什么作用？再好的知识，再好的思想，学生也不能接受啊！ 

从此我记住了，教育的关键问题是引导学生热爱阅读，教师

要以其个人的情感与智慧来吸引学生阅读，让学生能够适时

获得阅读的快乐。 但在我们的语文课堂里，很多老师基本上

是搬用教学参考书来上课，缺乏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一旦教

师的情感与智慧缺席，学生当然也不会“在场”。 比如鲁迅

的小说《祝福》，教学参考资料解读为：鲁迅是在批判封建

的夫权、神权、族权，还有隐藏在这背后的政权。这种贴标

签式的解读，只会造成学生无关痛痒的阅读，他们是读不出

一种灵魂深处的感动来的。 所以，我要求学生结合个人的生

活体验去揣摩，去体味： 假如你是鲁镇的人，你会以何种态

度对待祥林嫂？ 站在祥林嫂的角度，你会怎样体验这个女人

的悲哀？ 鲁迅的作品中有两类人：“看”者与“被看”者。

无关痛痒的理性阅读其实就是一种“看”。祥林嫂最需要的

就是倾诉，就是被人理解，就是要有人分享她的痛苦，而鲁

镇恰恰不能为她提供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氛围。如果我们今

天的阅读不能进入与祥林嫂的对话状态，不能理解她的倾诉



，就如同鲁迅先生所批判的那种“看客”，与当年的鲁镇人

又有什么区别？ 在鲁迅的小说中，祥林嫂做了“被看”，夏

瑜做了“被看”，孔乙己也做了这样的“被看”。这种人与

人之间的不能沟通，在《故乡》中被称之为人与人之间的“

厚障壁”，这正是鲁迅先生所要揭示的中国人人性的可怕之

处，正是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冷漠的揭露与批判

，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批判。 我还拿《祝福》与日本小说《

一碗阳春面》做了对比。在《一碗阳春面》中，那个日本的

弱女子带着两个孩子在生活极端贫乏的时期所得到的理解和

尊重，正是日本民族精神中最让人敬佩的。这与祥林嫂的遭

遇正好形成一种对比，凸现出我们民族精神中对人的理解和

尊重的缺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