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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3/2021_2022__E8_BE_A3_

E8_AF_84_EF_BC_9A_E9_c65_283636.htm “我漫步在黄沙上

／绝望已充斥了我的心／地球上有多少的土地／有多少肥沃

的黑土地／被无情的黄沙淹没⋯⋯”，这是北京市知春里中

学高一(1)班的一节语文课，课的名称为“走进诗的国度”。

学完诗歌单元后，老师给同学们出示了几张不同的图片，让

学生根据自己对画面的了解再运用学到的诗歌知识，尝试着

写诗歌，然后在“走进诗的国度”这节课中，学生们进行交

流和赏析。 这样的语文课在以前的课堂上非常少见，教语文

的张老师介绍。 从9月1日起，北京市正式实施了高中课程改

革，“现在上课都按照模块来学习了，新课本变化很明显”

，北京市丽泽中学的高一新生小蔡说，“不过，两个星期下

来，感觉变化最明显的是语文课”。 “我现在每次从教室走

出来总是心情很好”，北京丽泽中学的语文老师王惠丽说。 

王老师是个很感性的人，如果课堂上学生情绪都被调动起来

了，她就会越讲越有激情，如果自己的课不能让学生们活跃

起来，她就会“蔫头耷脑”的。 但是，山东的孙老师却说了

一次他尴尬的经历孙老师给学生讲《荷塘月色》，他让学生

们都把眼睛闭起来，希望孩子们在自己动情的朗读中想象作

家笔下的荷塘美景，“我想让学生‘享受’语文”，孙老师

说。可是课文刚刚读完，孙老师还沉醉在文字给自己带来的

美妙感受中时，一个学生却提出：“老师你就直接告诉我这

篇课文会怎么考吧”，孙老师的心一下子凉了，“我觉得很

悲哀！多美啊，可是学生们竟然不去感受”。 一直以来，人



们对语文课“该变变了”的呼声很大。虽然这些年经常有一

些改革措施出台，但是，语文是“老师教着辛苦、学生学着

叫苦”的状况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文学混同语言 美丽的文字

支离破碎 “学生不爱学语文其实是有原因的”，北京丰台区

一所普通中学的吴豪老师说，当分数的地位在学校、家长心

目中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语文老师越来越向理科老师看

齐了，把文章分解再分解，然后给每个字都要找到一个确切

的‘值’，给每个句子求得一个‘解’，每篇文章这样一字

一句地分析，最后得出一个‘正确答案’”，于是，老师们

把上课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抠”字、“抠”词，分析篇

章结构。 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特级语文教师顾老师说：

“我们语文课的一大弊端就是每篇课文都从头分析到尾，每

本书也从头分析到尾，没有时间去感受文字的魅力”。 “我

经常会觉得很痛苦，痛苦于感受不到职业本身带给自己的尊

严，痛苦于不能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最应该给学生的东西

教给学生”，吴豪老师说，“如果按照惯常的讲法，一篇课

文大概有两到三个课时”，吴豪老师介绍道，第一节课他首

先会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测验上一课的字词、语法等基础知识

，然后介绍课文的写作背景和作者，“这大概要花20分钟左

右的时间”，接下来会读一遍课文，剩下的时间大概可以串

讲一个自然段。第二节课的大部分时间会用来串讲课文、讲

解语法知识、分析写作手法，还要用一部分时间处理课后的

练习题、思考题。“学生享受美的时间就这样被一点点地挤

占掉了”。 “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了”，

山东省泰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孙善利老师说，语言是

工具性的知识，更为基础，“是科学的、理性的、冰冷的”



，文学则是人文性的知识，“是情感的、感性的、温暖的”

，现在两种知识混在语文课一个课堂上来完成，老师讲解一

篇课文，刚刚把气氛烘托起来，就要停下来讲语法、字词，

一部作品就“这样断了‘气’”，孙老师说。 在这样一个“

忽冷忽热”的课堂上，美丽的文字变成了支离破碎的语言，

学生们渐渐失去了对美丽文字的感知和欣赏能力。 知识难以

应用 语文课成了纸上谈兵 语文课确实是一门人文性和工具性

统一的课程，但是现在老师们却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语文的工

具性上了。 既然语文课变成了语言知识课，那么学生的语言

运用能力一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事实并非如此。 “反反复

复地语言训练却没把语言训练好”，孙善利老师说。 学生们

学习了12年的语文却写不出一份像样的通知书、请假条由家

长代写、读不懂说明书、看不明白合同书，“这样的事情比

比皆是”，北京市一个普通中学的廖老师说。 “人们学会使

用工具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实践而习得，学习语言也一样，应

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我们却是把学生们关在教室里一遍

一遍地讲授”，孙老师说。 北京有近40年高中语文授课经验

的左老师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左老师去听一位年轻

教师的作文课，课的内容听起来很不错让学生的作文写出波

澜来。“这位老师不停地讲‘什么是波澜’、‘什么时候运

用波澜’、‘写出波澜的好处和意义’，可是孩子们没有经

历波澜怎么能体会什么是波澜？不让孩子们动手练习他们怎

么能写出波澜？”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左老师

仍然说得很激动。 “语文课的又一弊端就是太注重知识的讲

授了”，特级教师顾老师说，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着“

知识第一”的误区，也就是以知识为出发点同时也以知识为



落脚点，“其实语文中有许多知识是需要转化为学生行为的

，比如写作技巧、欣赏方式等等”。 课堂遭遇应试 语文课离

本真的语文越来越远 其实，并不是语文老师们不想让自己的

语文课“美”起来。 “我最怕给学生讲语法了”，北京市西

城区的石老师说，“每次上课都是老师讲得兴高采烈、学生

听得浑浑噩噩，最后老师和学生一起昏昏欲睡”。 不少老师

反映，很多年轻老师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充满激情的，总

希望学生能在自己的课堂上既能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字所带来

的愉悦，同时又能学到有用的知识。但是，过不了几年就会

走到其他老师的老路上了。 这是为什么？ “只要一排队一切

都完了”，孙善利老师说。 孙老师回忆自己当年在中学当语

文老师的时候就是如此。孙老师很喜欢文学，所以希望自己

的学生能像自己一样享受到文学带给自己的莫大的精神满足

。“最初还好些，后来同年级的几个老师开始暗中较劲儿，

自己就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了，再后来开始全年级考试分数大

排队了，我一下子觉得不能不变了，不是怕自己排名靠后面

子上过不去，而是怕耽误了孩子们的前程”。 于是，孙老师

开始变了，变得像其他老师了。开始为了分数而教学了，开

始考什么教什么了。 这些改变孙老师还能接受，让他最痛苦

的是，一旦开始改变就像推倒了一副多米诺骨牌，改了一步

紧接着就会改第二步，越改速度越快强度越大，而且看不清

方向和终点。“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正在教学生为了得好

成绩造假”，孙老师说，“我震惊了”。 与孙老师承受着相

同痛苦的还有厦门的谢老师。 “语文是有意思的，语文老师

也是有意思的，但面对当前的语文考试时，便都没有意思了

”，谢老师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谢老师是个很有“点子”



的老师，为了提高学生实际的语文能力，他组织学生编写《

个人周刊》、做名著导读、每天课前有3分钟演讲、组织学生

社会实践，“总之，只要是能提高学生学习语文兴趣的活动

我都尽量组织”，谢老师说。 但是，面对越来越“惨烈”的

应试竞争，谢老师开始妥协，“高一、高二的语文课我仍然

侧重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进行人本化的教学。但是到了高

三，一切都停止，就像收麻袋口一样，向应试教育的方向使

劲收口”，谢老师说，“不这样不行呀，学生要成绩、学校

要成绩、家长要成绩、我要饭碗”，谢老师很无奈。 北京今

年的文科状元曾经对记者说，千万不要小看应试训练，那是

一种相当成熟的系统训练，就连作文这样主观性极强的部分

，老师们都能找到相应的训练办法，“文章第一段写什么、

每一段第一句写什么、每一段中间写什么、怎么结尾都有非

常标准的写法，只要照着老师给出的办法一套，作文分数至

少不会低”，这位状元说，“我们称这种作文叫‘新八股’

”。 在应试的压力下，语文离它本真的面貌越来越远了。 全

国实施课程改革的地区已经越来越多了，很多人都期待课改

能彻底改变语文教学的顽疾，不过要想真正改变语文教学的

现状不应该是从某项运动开始的，正如北京育才学校的樊颖

老师所说：“教材的变动不是改革的根本，真正带动老师们

变起来的是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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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