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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生：语文新课程　学与教的起点和归宿 

 

本章探讨的主要问题 

(1)在学与教活动中，学生是什么？教师应怎样看待学生？ 

　(2)学生有什么特点？教师应怎样把握这些特点？ 

　(3)学生是如何发展的？教师应如何促进学生发展？ 

　 

　新课程的学生 

 

　新课程的学生, 

　是具有生命意义的人, 

　是具有发展意义的人, 

　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 

　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 

　 

　新课程的学生, 

　是文化中的人, 

　是生活中的人, 

　是关系中的人, 

　是时代中的人, 

　是世界中的人。 

　 

　新课程的学生, 

　是需要走向生活的人, 

　是需要不断学习和发展的人, 

　是从无知走向有知的人, 

　是从缺陷走向完善的人, 

　是从依赖走向独立的人。 

　 

　新课程的学生, 

　是语文学习的主人, 

　是自主学习的主人， 

　是和谐发展的主人， 

　是可持续发展的主人， 

　是个性特长发展的主人， 

　是活泼主动发展的主人。〖HK〗 

 

　青少年学生 

 

　青少年学生身心特点决定： 

　受动性大于主动性， 

　依赖性大于独立性， 



　继承性大于创造性。 

 

　语文新课程的学与教 

 

　语文新课程的学与教： 

　不以教材为起点和归宿， 

　不以学科为起点和归宿， 

　不以应试为起点和归宿， 

　而以学生为起点和归宿。〖HK〗 

 

 

 

　第一节    “硕士博士被考倒了” 

——关注应试 

 

 

硕士博士也被考倒　这样的中学语文教育误人子弟 

 

    看过上初三年级的女儿的语文作业，我禁不住恼了——如今的一些教育内容，不是教导学

生掌握知识、开启智慧之门，简直就是搞歪门邪道，教人如何同垃圾知识搏斗。   

　口说无凭，让我从厚厚的题集中随手挑两个例子，有一道题还是某地的中考题：     

　其一，贾平凹的《读书示小妹生日书》，有这样一段文字：“而今桌上，几上，案上，床上，

满是书籍，却常读十不能记下四五，这全是年龄所致〖HJ2.1mm〗也。”出的题目是，这段话

可以用一句俗语概括，这句俗语是什么？其中的两个字形相同音不同，请写出这句话。   

　其二，《人类需要梦想者》一文讲述的是居里夫人献身科学、不图私利的品德，其中有这

样一段，美国记者到居里夫人实验室采访，居里夫人说出了世界上每一零星镭的所在地，记

者问：“法国有多少呢？”“我的实验室只有一克。”“你只有一克吗？”“我，啊，我一点也

没有。”题目要求从下面四句话中挑一句填入横线处。这四句话是：A.这一克是属于人类科

学事业的。B.这一克是属于法国的。C.这一克是属于实验室的。D.这一克是属于比埃尔·居

里和我的。 

　上述二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在下才疏学浅，怕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于是专门找了所在单

位里的五个文学硕士和博士及两位老报人回答。第一题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第二题五人答

A，两人答 B。你觉得他们该得多少分呢？评判为 0 分。 

　我不想在答案上纠缠，要说的是，贾平凹的原文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为什么一

定要找一俗话去替代呢？如果我们教人写文章不是鼓励用自己的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首先

想的是如何用成语、俗语、套语，大家千篇一律，这样的文章还能看吗？天下文章因各具特

色而丰富多彩。陆游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一个鲜活的句子硬教人改成一句俗语，不是

故意要人“参死句”吗？贾平凹若知，必为之大哭。所以这题的答案我至今不知，就是贾平

凹本人怕一时半会也未必能答上来。第二题的标准答案是 C。可无论依据全文的主旨，还是

我们一向对孩子们进行的所谓思想教育，回答 A才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可是这一回却偏偏不

是这样，这除了让人去蒙还能说明什么？话说回来，回答 A到底又有什么错？我们说出土一

尊青铜鼎，发现一块动物化石，都属于全人类，全世界仅有的几克且正在进行科学研究中的

稀有物质，怎么不可以说属于人类科学事业呢？如果不是，“科学无国界”这句话又该如何

理解？   



　我们的语文教育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真让人为之愤怒又伤悲。教育的根本目的似乎并不

是好好培养人才，一切都不过为考试服务，以考住学生，拉开分数档次为目的，至于学习考

试的内容是不是与真理常理相违背，是不是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是不是有助于开启

和拓展学生的智慧和思维，是不是为他们的未来打下良好的素质基础，似乎不在一些教育者

考虑之列。现在中国中学生之苦，完全可以用“苦不堪言”四个字来形容。冬季上学，孩子

们是披星戴月，出门天不亮，进门天已黑，在校要上十多个小时课，晚上回家作业有时做到

零点。我的同事孩子也在上中学，每天晚饭后父母出去遛狗，他也想一起去，可是父母不让，

要求在家完成作业。这个孩子一次在日记中写道：“小狗每天还能出去溜达两小时，我却连

狗都不如。我真想变成一条狗。”当我们的教育办到人不想做人，而只想做条狗的地步，能

说这种教育是成功的吗？如果说孩子们豁出命来学习，学到的都是有用的东西，也还算没有

白辛苦，可是当我们看到上述几道题，将作何想，这简直无异于剥夺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也

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谋杀。被毁掉的当然远不止是他们现在的岁月，还有他们的未来。有报

道说，如今出现了不少“傍老族”，就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毕业后既不学习也不工作，成天

傍着老人生活，社会舆论似乎都是对“傍老族”的指责。这并不公平。这是应试教育的必然

结果。他们读书实在读烦了，读什么也没有味道了，自然见书就想吐。而我们的书本也确实

没有给他们以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没有给他们以志向和勇气，更莫谈组织力、创造力，把时

间花在找什么句子替代贾平凹的一段文字、猜居里夫人说的是什么话上，他们能有开阔的视

野和工作本领吗？ 

　摘自：《南方周末》(2005‐04‐08)，作者：张心阳 

 

　 

　文章中所出现的现象，就是过于“关注应试”的表现。过于关注应试，集中表现为：学生，

为考试而学，考什么，学什么；教师，为考试而教，考什么，教什么；教材，为考试而编，

考什么，编什么。一切为了考试。凡是要考的，不管有用无用，都要努力地“弄懂”“弄会”

“记住”“理解”。凡是不考的，不管对人的成长有多么大的作用，都千方百计“忽视”“丢

掉”。 

　由于过于“关注应试”，我国目前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就出现了诸多问题： 

　在课程目标上呈现出偏重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倾向。无论在关注层面上，还是在实施层面上，

对儿童人格、健康、劳动态度与技能、美的感受与表现以及主动学习的态度与能力等目标的

重视都明显不足。 

　在课程内容方面，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繁，课程内容繁多、重复，把简

单的命题人为复杂化，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难，据调查 57%的教师和 46%的校长认为教

材内容偏多。中小学相比，小学教育工作者持内容偏多意见的人更多，小学校长认为内容偏

多的超过 50%。40%的教师和 60%的校长认为课程内容偏难。50%的教师认为课时不够用。

其中，课时不足的原因，认为达不到“规定的学教要求”和“完不成教材规定的内容”的比

例之和约为 50%。偏，偏于知识传授，偏于考试科目，出偏题、怪题，各学科缺乏联系。旧，

课程内容陈旧，不能及时反映科技、经济、社会的新知识和新进展，与学生生活脱节。 

　课程结构单一，学科体系相对封闭，难以反映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新内容，脱离学生经

验和社会实际。学生死记硬背、题海训练的状况普遍存在；90%的学生没有经历过调查、收

集资料和写调查报告这样的学习方式。 

　课程评价过于强调学业成绩和甄别、选拔的功能；课程管理强调统一，致使课程难以适应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生多样发展的需求。 

　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它们对实施素质教育的制约和不良影响，正说明了推进课程改革的

必要性和针对性。 



　为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的六项具体目标： 

　改革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

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

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

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

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

识和技能。 

　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

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

实践的功能。 

　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

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