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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念  篇 
 

 

教育关系着人的培养，而人的培养又受制于教者的理念。教

者不同的教育教学理念会带来不同的教学行为，不同的教学行

为又会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因此，教育教学理念关系着学生

的成长，关系着学生的终身发展。在新的课程改革背景下，教

育教学理念不能忽视。作为教师，应该拥有先进的教学理念，

才能更好地去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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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语文教育观 

基础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它依靠

各学科来支撑和完成。而中学语文教育是这一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工程。这

一子系统工程的完成，最终达到“优质工程”，必须以正确的中学语文教育观为

指导。没有正确的语文教育观，就会导致语文教育改革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模糊、

片面、偏执、揺摆。而我的中学语文教育观却经历了一个由模糊、混沌到清晰、

明确，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刻的认识过程。 

80年代初，刚踏上教育岗位，带着教师的幼稚，没有经验，那时我的语文

教育观是模糊的，只守着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参，以课堂为唯一活动范围，只

以为把知识教给学生，学生能考个高分就行，而学生的综合素质则很少考虑。

80 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朝，虽然对语文教育的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注意到

了主体问题及能力层次，也注意了听说能力与读写能力并重的实践，但由于应

试教育愈演愈烈，受到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语文教育中更多的是围绕高考转，

致使忽略了其他教育因素，看不到语文的丰富性。落实在语文教育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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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只注重语文的知识传授而不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只注重教师灌输而不重

视调动学生潜力；只重视书本知识而不重视社会实践；只重视教书而不重视育

人。这一封闭、片面的教育思想指导结果，是将生动丰富的语文课变成了枯燥

无味的应试课，忽略了学生这一主体的存在，学生只是被动地学习，成了接受

知识的容器，鲜活的灵性没有了，个性得不到重视。到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学

习的深入，逐渐看到了社会上对于语文教育的批评，也阅读了《审视中学语文

教育》等书对语文教育的尖锐批评，于是对传统的语文教育及自己的语文教育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针对语文教育现状和自己的实践体会，加强了语文教育

研究，剖析了问题，寻找了出路，新的语文教育观逐渐形成。尤其是学习了先

进的教育理论和课改新理念，在新的教育观、新的理念、新的思想的注入下，

观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使自己能够站在新的高度，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培

养，立足于社会生活及语文发展的方向，注重普通公民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并

进一步通过对近年语文教育的总结、辨析、扬弃、革新，新时期新的语文教育

观在头脑中更加明晰了起来，形成了以高扬学生主体、容纳百川的立体语文观、

人文观、终身观、能力整合观、整体发展的质量观为核心内容建构起来的语文

教育观。其前提是教师应由“教书匠”转变为“专家型”，“经验型”转变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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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型”。下面对我的语文教育观作一简要阐述。 

（1）高扬学生主体。《学会生存》一书指出：“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

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

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在呼唤“人”的回归，张扬个性，发展创造力

的今天，教育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充分尊重、发挥人的主体性。而语文教育本身

就是一种主体性相当强的实践活动。因此，在语文教育实践活动中，必须以高

扬学生这一主体为重点。学生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上。

在培养主体性上，要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教师要挤掉水分，成为导

航者、帮助者、学习者和组织者。让学生活动，变单向交流为双向、多向交流，

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要体现教学民主，注重平等交往，创造一种自由、宽容、

理解、和谐的民主氛围，尊重学生，关爱学生，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

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创设多样化的情景，用激励的方式去调动其主动性，从

而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只有主动参与，才能促进

主体性发展。同时将问题、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相信他们的能力，激励他

们去行动、去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只有具备了学习的独立性，才能有成功的体

验，学生的个性潜能才得以开发，从而促进学生主体性的进一步发展。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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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去质疑，进行求异思维，大胆批判，鼓励其发表独立

的见解。这样，学生的智慧之火就会被点燃，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使学生

的主体性发展到更高层次，个性得到最大发展。如果做到了这几点，我们的语

文教育就能够促进学生主动、活泼地发展，使学生的主体能力、主体人格得到

发展，从而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2）容纳百川的立体语文教育观。语文教育只守住学校课堂，培养出来的

学生视野狭窄，适应能力差，必将随社会发展而淘汰。因此，必须树立容纳百

川的立体语文教育观。语文教育的特征就在于语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它

不等于语文课本本身的教学。语文教育家刘国正说过：“语文天然是与生活联系

在一起的。”美国教育家科勒涅斯也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

点明了语文学习与生活的关系。语文教育应冲出“围墙”，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

生活的各个领域拓展、延伸。实现开放式的教学，课内教材与课外书籍阅读结

合，必修课与选修课结合，同时开展多样的活动课。课堂上，可以引进生活活

水，选用时文；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创办文学社、编课本剧、辩论会、

读书报告会、诗歌朗诵竞赛、影评以及书法展示活动等；可以组织学生看电视

“新闻”，让学生关心时事；可以走进生活，走进社会，走进自然进行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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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社区调查、参观游览、与各层人士交流，并写调查报告和建议，等等。这样

有意识地全方位地将学生的语文学习引向更广泛的生活背景之中，由封闭走向

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使语文教育真正成为一个面向社会的开放系统，纳课

内课外于一体，融学校、社会、家庭为一体，拓宽学习语文的渠道，让学生在

学习语文中认识生活，同时在生活中学习语文。这种大范围、多层次的语文学

习，将会为中学语文教育带来活力，既能调动学生学语文的积极性，增长知识，

又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使学生的语文素质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合拍，为

其终生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着眼于“终身语文教育”。现代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学会认知、

学会学习。语文教育只有“教”而无导“学”，则会使语文走向尴尬的境地。因

此，语文教育应该树立“着眼学生终身发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语文能力”

的观念。要做到这一点，语文教育要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走出短期行为的误

区。扎实知识，培养技能，更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语文的习惯，教给学习的

方法，力求活用，培养学生形成独立学习语文的真正能力，让学生能够逐渐摸

索学习语文的门径，使其能够主动探索教师未教过的知识，让学生会学、善学，

有吸纳新知识、鉴别新知识的能力和技巧，让语文教育使学生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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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能力整合。重读写轻听说已在语文教育中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

教育思想的导向下，语文教育更多成了读写教育，听说多被放弃，学生不善说，

不会听，致使学生在语文能力上得了严重的“贫血症”。这样教育下的学生永远

不能适应现代高速发展的社会，岂不引人深思？因此，在当今强调语文核心素

养的现实背景下，着眼于学生语言文字的积累和应用，着眼于学生创造性思维

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而听说读写能力是语文的四大能力，绝不能偏废，不

能只是停在口头上，哪怕是应试教育依旧盛行的今天，都应该在行动上实践。

随着 21 世纪高效率、高社交化的发展，人们接受信息和输出信息的频率，听和

说明显高于读和写。因此，听说读写不能偏于某一方面，它们是一个综合能力，

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整合关系。就其实质而言，“说”实质是“写”，只不

过是口头语言；“写”实质也是“说”，只不过是用笔在“说”而已。“听”与“读”

也是同样的道理。学生听说基础好，就能够提高他们的读写能力，读写能力强，

又能促进听说思维的发展。真正培养学生能够恰当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能听、会说、善读、长写，是我们语文教师的责任。为此，教学中要加强听说

读写能力的训练，互相渗透，使其整合性得到体现，为全面落实学生的语文核

心素养的培养提供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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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贯穿人文教育，让学生成“才”成“人”。“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

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文这个工具。”只重知识教育而忽视了学生心

理人格和个性的培养，只重技能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自身的需要，缺乏人文的

关怀，是语文教育的失败。教师要有“以人为本”的理念，提高自身的人文修

养，注重平等交往，关注“人”的精神和需要，借助语文丰富的人文教育因素、

审美因素，借助传统的民族文化精髓、时代改革的浪潮等人文因素，加强对“人”

的关怀和关爱，渗透协作精神，引导学生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确立主体意识，陶

冶良好性情，于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对语言载体背后民族文化意识的认同，并

将这种文化精神内化为自己的行为。用教师高尚的人格、敬业的精神、对学生

的尊重，去影响学生的心理，从而健全学生的文化人格，提高人文素质。让学

生在提高语文能力的同时，既有民主平等的意识，求实创新的态度，又能正确

认识人的价值，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让学生既成“才”，

又成“人”，让学生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人”“文明人”。 

（6）整体发展的质量观。当今的教育更多的是升学教育，并以此去评价学

校教学效果和教师的劳动价值，然而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在这一质量观的作

用下，学校丰富的语文活动减少了，教学中更多关注的是语文尖子生，不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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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受到了冷落，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发展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必须转变

并树立正确的语文质量观。一方面要坚持语文教育质量的全面性，根据新时代

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面向全体学生，立足语文学科特点，加强情感、意志、

知识、智能、个性和创造性的教育，让学生在多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另一方面，

要有教育质量的发展观。让学生在学校获得自我学习的能力，形成综合的素质，

为今后走向社会后的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语文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的教育，培养的学生也应该具有语文综合素质。在

当今强调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特殊时代，我们必须对语文教育进行深刻反思，

跳出原有的旧观念，由封闭的单一的教育转向开放的、民主的、全方位的教育，

充分发挥语文“教文育人”的综合效应。在夯实基础、培养技能的基础上，借

助人文性、情感性、审美性、艺术性、开放性的特点，陶冶情操，净化灵魂，

启迪思维，发展智力，培养个性，发展创造性，使语文获得新生。 

语文有语文自身的学科特点。语文课堂，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场所。语

文学习的过程，既是一个心灵陶冶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享受的过程；既是

一个言语习得的过程，又是语文素养提升的过程，更是一个促进自己生命成

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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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风趣、生动、形象，是语文课的外在形式；广博的知识是语文课的

血肉；人文的内涵、心灵的对话是语文课的灵魂；情感的流淌、创新的体现是

语文课的核心。抓住了形式，才能使语文课出彩；抓住了血肉，才能使语文课

丰满和充实；抓住了灵魂和核心，才能使语文课升华，富有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