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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1/2021_2022__E5_90_AC_

E8_AE_B0_E5_A1_AB_E5_c67_491834.htm 中学语文教学的任

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能力包括获取知识的能

力，运用知识的能力，整理知识的能力和自我评价的能力。

其中整理知识的能力尤为关键，是培养其它能力的前提。而

做好课堂笔记是贮存、整理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 整理知识

的能力是指对所获取的知识进行分析综合，经过筛选归类，

纳入大脑中相关的知识系统并作必要的记忆。没有知识的整

理、贮存就不可能真正获取并运用知识。 中学生怎样做笔记

才是正确的方法呢？ 一种较优越的笔记法“听记填充”法。 

“听记”，顾名思义就是：学生一边听着教师传“道”解“

惑”，一边将这些“道”、“惑”和“解惑的方法”在笔记

本上解“惑”。 中学教师主要是以声音作为主要的手段来传

“道”解“惑”的。吕叔湘指出：用声音传授知识有四大好

处不受光线限制，不受障碍物的阻碍，有效距离较图画大，

说话的同时可以打手势。“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

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如果学会听记，学生就能把教师用“

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的“变化无穷的意义”整理、贮存下

来，使之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但是，学生不能机

械地“听记”，不要把教师的讲解，不分巨细什么都记下来

。 教师要训练学生“比较”、“归纳”，将获取的知识的内

在本质特征揭示出来，“合并同类”，得出对学习未知信息

有启迪作用的规则，并立刻将它们有条有理地笔记下来。学

生势必专心致志，顺应教师的思维指向，时而听讲，时而边



听边记，时而边练边记，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完成这一过程。

因而这种笔记方法的实施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获取知识的能力

，还充分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

于兴奋状态。 “听记填充”式的笔记还能高效率地利用课堂

上的四十五分钟。 学生边听边记，基本上省去了教师“板书

”的环节，将节省下来的原板书所用的时间“表达变化无穷

的意义”，增大了每堂课知识的容积率。让学生在获取了更

多的知识的同时，整理这些知识，练就他们日后上大学或工

作中所需的笔记能力。 “听记填充”中的“填充”，其本质

特征是边练边记。 教师应教会学生“点金术”，而不是只交

给他们“金子”。让学生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运用“所以然”的规划、原理展开联想，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运作过程中将解题步骤、方法记在笔

记本中。 “听记填充”式的运作是这样进行的： 听教师传“

道”归纳、比较听记规律、原理听教师解“惑”听记“解惑

”的方法、程序练习“解惑”。 譬如：讲解一词多义的“之

”。归纳、比较出“之”用法的规律： （1）代词（代替的

内容一般在“之”的前面，也有少数是在“之”的后面）。 

（2）助词：a、在偏正式的名词短语中位于“偏”与“正”

之间的“之”相当“的”；b、在主谓短语中，位于“主”与

“谓”之间的“之”起作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c、提宾标

志的“之”位于⋯⋯；d、定语后置标志的“之”位于⋯⋯

；e、凑足音节的“之”位于⋯⋯。 （3）动词“之”的位置

是⋯⋯。 （4）⋯⋯，等等。 然后听记解题的最佳程序： （1

）按照文句的本来面目，分辨“之”在句中的位置。 （2）

确认“之”的功能。 （3）解释“之”的含义。接着训练学



生“解惑”将具体文段中的“之”找出来按以上的原理、规

则、程序解答问题。 “听记填充”法具体实施中的格式是多

样化的：回答式、填空式、表格式⋯⋯。亦不完全杜绝“板

书”，如：课题、问题次第的数码、笔记的格式⋯⋯可利用

“黑板 粉笔”来演示。只不过笔记的内容是以“听记填充”

来完成的。 总之，中学语文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做好课堂笔

记的能力，这种能力会使学生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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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