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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要 :中 学语文融合式教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教 师与学生的情感融合 ;学 生需要与教

学内容的融合 ;课 内知识与课外知识的融合 ;语 文知识与百科知识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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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如何进行改革 ,以适应中学教

改和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教育界的有识之

士经过长期的探索 ,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把语

文教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 ,这些经验的取得 ,

还不足以改变语文教学的现状 ,还 很难完成未来

社会发展对语文教学的要求。近十年来 ,教育界

尝试着运用融合式教学方法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下面 ,我愿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对融合式语文教

学的特点一初步的探索。

- 教师和学生的佶感融合。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 ,如 果教师和学生

之间仅是教和学的简单关系 ,那 么教师的教学计

划就很难实现 ,教学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因此 ,教

师必须和学生融为一体 ,让学生依赖你 ,信服你。

在这个前提下去实施语文教学 ,即使是最差、最调

皮的学生 ,他也会比较认真地学习。对大部分学

生而言 ,则 会产生较浓的学习语文的兴趣。常见

许多教师为学生不听课、不完成作业而抱怨 ,可就

是不检讨自己是否让学生依赖、信服 ,是否进行了

情感投人。师生间情感不融合 ,即使一些优秀学

收柑日期Ⅱ”9ˉ09ˉ 16

作者简介 :杜亚非(1gs4-),女 ,泸州市人 ,四川省泸州市第四中学高级教师。

生也会对教师的教学不感兴趣 ,甚至是有意识的

抵触。

二 学生饣要与教学内容的融合

一般地说 ,在我国 ,虽 然教材、大纲和考纲 由

国家统一要求 ,但教学内容是比较固定的 ,教师和

学生 自由发挥的余地不大。因此在中学语文教改

中尤其要注意将学生需要和教学内容融合起来。

怎样融合?关键是看教师如何把握和处理。一个

优秀的教师 ,他 会把教学 内容变成学生的需要。

要实现这个 目标 ,我认为应该从这些方面努力。

首先 ,教师必须对教材、大纲、考纲烂熟于胸 ,各个

知识点、考点在教材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哪里是

难点 ,哪里是重点 ,哪些知识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联

系紧密 ,学生会感兴趣 ,哪些知识与学生的现实生

活相去甚远 ,学生不感兴趣。其次 ,要 把明确的教

学 目的告诉学生 ,特别是对学生不感兴趣的内容 ,

尤其应该如此。让学生明白学了这个内容对 自身

学习、生活或考试有什么作用 ,将学生不感兴趣的

知识变成为学生的需要。最后 ,教 师应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 ,对教材进行增、删 ,对 内容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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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压缩。这项工作对教师的学识具有相当高的要

求 ,对今天一般的语文教师而言 ,不努力提高 自身

的素质和学识修养 ,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的教材

虽然在不断进行修改 ,但有不少课文仍然远离现

实生活 ,远离学生实际 ,而与现实社会生活息息相

关的优秀仵品 ,教材却收得很不够 ,对教材进行增

删工作是必要的。对适合学生实际的作品 ,教 师

需要把其教学内容转化成学生的需要 ,也需进行

扩展或压缩 ,比 如契诃夫的《变色龙》,历来教师

只讲奥楚蔑洛夫的可憎 ,讲他的善变 ,其实此人亦

相当可怜 ,文 中众多的市民亦相当无聊 ,这才是当

时俄国社会的众生相。学生对此不是不能接受 ,

而是教师不讲或是不愿讲 ,原因虽然很多 ,但根本

的是在于教师的学识有限。

三 课内知识与课外知识的融合

课外知识来源于两个方面,-是学生通过课

外阅读获得的知识 ,一是学生作为社会的人的生

活经验的积累。

课外阅读是学好语文的重要手段 ,可 是今天

的语文教学 ,似乎已完全没有了课外阅读这个环

节。不少学校领导、家长都存在偏见 ,认为看那么

多课外书 ,学生能考上大学吗?这使语文教师很

为难。其实 ,语文为百科之母 ,它 自身就具有极大

的兼容性 ,仅凭几本教科书 ,是根本学不好语文

的。课外阅读应是学生的必修课。当然 ,这 种阅

读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 ,才 能达到目的。我们在

教学过程中,-直 比较注意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

读 ,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比如让高一的学生

每周读一份文摘性的报纸 ,每 月读一本文学性杂

志 ,每期读一本名著 ,每周完成三百字的摘抄 (按

照
“
有用有益

”
的原则),外 加一则对摘抄的点评。

一学期下来 ,其效果是显著的。两个班通过这样

的阅读训练 ,期末考试时其作文平均分比没有进

行这项训练的两个班均高出三分以上(试卷是-
个老师评的)。 前人所谓

“
开卷有益

”
,把学生的

课外阅读和语文教学融合起来 ,使课外知识为课

内知识服务 ,这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和能力大

有裨益。

作为社会的人 ,每 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他 自己

的社会经验。中学生的社会经验虽然谈不上丰

富,但却是学好语文的重要因素 ,这是为许多语文

教师所忽略的。教师与学生之间 ,由 于年龄和学

识的差距较大 ,有的教师都抱着一个极坏的观念 ,

认为 自己过的桥 比学生走的路还多 ,学 生会有什

么经验 !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 ,学生的经验少 ,甚

或幼稚可笑 ,但这幼稚的经验也是他对社会、对 自

然的体验 ,是学好语文的必要基础。教师不但要

充分利用学生的已有经验 ,还 应努力培养学生对

经验的积累。一个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学生 ,他 是

很难理解
“
稻花香里说丰年

”
的 ,而对于生活在老

山林的学生 ,连微机也没见过 ,他 当然写不出《第

一次上机的感受》。就是对四季的变化 ,南北的

学生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郁达夫的《秋》,朱 自清

的《春》,缺乏经验的学生也难真正体味。当年徐

志摩教雪莱的《西风歌》,把学生带到凛冽的寒风

中去讲授 ,那种体验相信会真切多了。徐志摩运

用了学生的经验 ,也在培养他们的经验 ,很值得我

们取法。相反 ,忽视经验的积累 ,再聪明的学生对

语文的学习也会增加一重障碍。因此 ,教 师帮助

学生积累有用的经验 ,使之与语文教学相融合 ,为

语文教学服务 ,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四 语文知识与百科知识的融合

我们说过 ,语文是百科之母。无论是对任何

一门知识的学习、掌握和运用 ,都离不开必要的语

文知识 ;反过来 ,要 真正掌握和运用语文知识 ,又

必须把语文知识融为一体 ,虽然这种融合表现在

各个个体上带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历来有文史

哲不分家的传统 ,这实际上就是语文和历史、哲学

的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日新月异 ,学科分

类越来越细 ,新尖科学和边缘科学的不断崛起 ,各

门学科之间的融合就更具有时代意义 ,而对人才

的要求 ,特别是对高级人才的要求 ,除应具备精深

的专业知识外 ,还必须有相当高的综合素质和能

力。中学语文教学要为时代发展培养合格的人

才 ,特别是为培养高级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就必

须真正做到语文知识和百科知识的融合 ,这才是

真正的大语文观。现行中学语文教材虽然有不少

缺憾 ,但 这方面的意图是表现得十分明确 的。

《死海不死》、《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看云识天

气》、《人类的出现》、《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文

章 ,教 师若无一定生物学、气象学、考古学、经济

学、哲学知识 ,是很难真正读懂的 ,又 怎样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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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呢?当然学生要读懂 ,教 师在教其语言文字篇

章结构的同时 ,也要教相关的知识。就是纯粹的

文学作品 ,也存在同其他学科相关相融的关系。

因此 ,要 真正学好语文 ,就必须把语文知识和百科

知识融合起来。这就要求教师既
“
博

”
且

“
杂

”
,同

时要对学生加以诱导、培养 ,为把学生最终培养成

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莫定必要的基础。而这项工

作 ,现在的语文教师普遍做得很差。究其原因 ,主

要有两个。一是观念上产生错误 ,认 为语文就是

语文 ,和数理化没有什么联系 ,从而放过了在数理

化中教语文、学语文的机会。比如物理、化学实验

课后 ,学生能写 出精彩的实验报告 ,这不是语文

吗?二是教师 自身知识有限 ,不 知道如何才能把

语文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融合起来。对社会科学

如此 ,对 自然科学更是如此。因此 ,要 改变语文教

育的这种现状 ,首先是要改变教师的观念 ,然后是

提高教师素质 ,尤其是强化其各类知识。这样 ,教

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才可望做到把语文知识和百科

知识融合起来。

以上粗略的分析 ,简单地介绍了融合语文教

学的四个方面 ,而这四个方面在融合式教学中其

地位和作用并不是等同的。教师和学生情感的融

合是实施融合式语文教学的前提 1关键 ,学生的需

要和教学内容的融合是其根本 ,课 内知识和课外

知识的融合、语文知识与百科知识的融合则是其

重要的途径和手段。这四个方面 ,有 一者偏废 ,都

不可能真正地教好语文或学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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