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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我即语文》是陈日亮老师极具个性的独特风格的语文心解，也是其语文生涯思索与创造的结晶
，从宏观、微观的层面多角度展现了陈老师回归本然的教学观。
书中有他对语文领域诸多范畴的辩证思考；对语文兴趣、习惯、方法、效能的把握；对文学艺术的鉴
赏与评判，或散论，或杂谈，或断想，或闪念，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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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日亮，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1960年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即在福州第一中学执教至今，曾任副校长。
长期致力于语文教学研究与改革，被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列为新时期“在全国语文
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17名语文教育改革家之一。
曾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和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称号。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连续当选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是我国《教师法》的领衔提案人。
现任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语文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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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常有年青教师问起“如何备课”“如何批改作文”等等教学中很具体的问题。
如果不结合课例，说起来总是太原则，而且难免琐碎。
现就所问——事实上也是需要共同探讨的十个问题，做个抽象归纳。
为省篇幅计，例子只好从略。
　　一、如何备好一篇课文　　1、备课前要先“粗备”一个单元，了解“这一篇”在一个单元里的
地位和作用。
既不能游离于单元之外；也无需将整个单元的任务，让一篇全承包了。
　　2、要让自己处在双重阅读者——理想阅读者和学生阅读者——的位置，多做换位思考，而不是
一下子就站在教学者的角度，先入为主，老是想着应该怎么教怎么教。
　　3、不要忙着读“教参”。
相信自己的“第一感”。
写出了阅读的心得（批注、笔记）或教案的初案之后，再参考别人的文章不迟。
切忌用他人的纸样裁自己的衣裳。
　　二、如何确定教学内容　　1、先问自己这一篇为什么要“学”。
如果回答因为是精品甚至是经典。
那么，让学生知道“精”之所以为“精”，“典”之所以为“典”，就是这一篇的教学内容。
如果回答的是，因为既然编进了书本，所以要学，那么实际谁学不学它也就无所谓了。
　　2、再问这一篇为什么需要“教”。
通常一篇文章不“教”也能“学”懂，否则它先就不会有读者。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教”？
你应该找出需要“教”的三条五条理由，再根据“课标”“学情”等筛选提炼一下，教学内容就出来
了。
　　3、最后，你还是先要确定“什么不教”。
学生（一般）已经知道的“不教”，今天学生还不需要知道的“不教”，不是本单元教学重点的“不
教”。
尽可能多剔除“不需要教”的，才能把教学内容提炼得很精粹，任务规定得很集中。
读一读陈中梁教《风筝》的课堂实录，可能茅塞顿开。
　　三、如何收到预习的效果　　1、教师如果不充分认识预习的重要性，学生就不可能重视。
在预习的基础上教学，在教学的指导下预习，是语文课程的一条定律。
不预习而上课，是语文教学低效率的一个症结。
一节课有预习垫底，就会出现高度；有预习先行，就会出现深度。
　　2、预习需制订“常规”，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不要一下子布置太多，要求很高。
这是习惯的事，要有耐心。
刚开始，甚至只要熟悉若干字音字形和词义，也是“养习”的良好开始。
只要师生共同重视，持之以恒，大概花一个学期，就能够把预习的习惯培养起来。
　　3、教师应做出“示范”，不要徒托空言。
更不能没有检查，听之任之。
凡有新课，必有布置，凡有布置，必有检查。
用课前5分钟，有目的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放弃检查，预习全空。
　　4、预习最能使学生感觉受用的，是发生疑问而引起对话交流的兴趣，以及由此获得探究的自信
和满足感。
所以预习应以“问疑”为主项，而“识记”次之。
　　四、如何组织一堂课的教学　　1、语文课最容易变成废话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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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说“中国的语文课上，师生的生命浪费是世界之最”，一半缘于教学内容，一半缘于教学组织
。
因此必须谨记“45分钟”这一稍纵即逝的数字！
要一分钟掰做两分钟来用，珍爱生命，精打细算，惜唾如金！
　　2、最好不要仅仅告诉别人：今天这节课，只教课文的××段（或××内容），剩下的××段（
或××内容）是下一节上。
这等于是影视节目广告，告诉你今天演几集，什么时候演完。
要让听课的，听出你是围绕一个课题，在进行有序地展开，逻辑地推进。
有经验的听课者，不会关心你上到哪里，关心的是你上到了什么关节眼，他会预想你的下一个动作是
如何衔接，会走到一个什么合适的站点。
　　3、一节好的语文课的“序”，一般是用有意义有关联的问题，将教学内容，通过思考探究的方
式相互衔接起来。
当然，也有的是按照课文自身的顺序，然而，也不能没有问题的接续和展开。
教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段段地解读下去，未尝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方法，但如果在通读课文之后，
问道：文中有一个起着枢纽作用的关键句“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那么，既然有个“所以”，就应当有个“因为”，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必须“拿来”呢？
这个问题的设计，就包含了“组织教学”的用心在其中。
学生如果头脑清楚，或训练有素，他必然会自觉地去发现课文前面几个段落的思路是如何进展的。
因此，一个或几个好的问题的设计、启发和运用，几乎是一节课组织教学的全部内容，也是效率的基
本保证。
　　语文课的内容组织，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和数理化的课媲美。
她的美，在隐显之间，“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4、一节课的开头很重要。
但不是那种专为表演给人看的故作姿态的“导入”，才算是像样的“开头”。
为导入而导入，徒然是浪费时间。
还是以有启发性和有趣的问题导入为佳。
上课的第一分钟，就要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教师开头的几句话，就应该能够产生“热身“的效果。
　　5、不妨在讲台上放一块手表，学会随时控制时间。
在教案里标明什么教学内容用多少时间，也不见得没有必要。
结束一堂课，切不可急急匆匆。
习惯于用3—5分钟进行总结，会有助于提高课的质量。
否则，让下课铃声催赶着匆忙收拾残课，既煞风景，也斫伤课的灵魂。
　　五、如何设计和使用板书　　1、语文课上没有板书是不可思议的。
或者是为了突出强调需要识记的教学内容，或者为了使某一内容重点更加醒豁，条理更加清晰；当然
，也可以使教学过程富于节奏感，不至于出现听觉疲劳。
如果怕字写得不好，自惭形秽，有意藏拙，那是失职。
　　2、板书设计，应该在整篇教案完成之后。
此时需要下一番提炼的工夫，使之成为鲜亮的纲目，闪光的课眼。
平庸的全然可以用口说代替的板书，比不做更糟。
表示结构的板书，用语尽量做到准确工整。
带有概括或总结性的板书，用语宜多加斟酌，要简练而有力。
板书一般不宜太繁，表述条畅，言简意赅，最是上乘。
　　3、预设的板书，书写在需要讲解或讨论的内容之前还是之后，是需要考虑的。
像史地政治的课程那样，先列出提纲再进入程序，语文课未必可取。
语文课程的特点适合采用归纳法，而不太适用演绎法。
　　4、即兴板书在语文课上作用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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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要防止率意涂鸦，狼藉一片。
至少要在黑板上划出三分之一的“特区”供其挥写，以避免和“预设板书”错杂混淆。
　　5、一翻开课本就了然，还有必要再把课文标题和作者板书出来吗？
除非你想在标题上“做文章”。
至于连第几课都要写一写，是否拿它提醒学生：你们要与时俱进啊？
　　6、投影的“板书”，就更需要字斟句酌。
一旦映现，更改为难。
而冷森森地打在幕上，似乎总不如临场书写而富于动态感和亲切感。
我因此更钟情指间一支粉笔，用来得心应手。
　　六、课堂如何对话　　1、不要片面理解“对话”。
师生就文本互为问答讨论（所谓“三向”），是对话。
一方说话，一方倾听，也是对话。
朗读默读难道不是对话吗？
当然也是。
对话即交流。
只把有形的外在的交流视为对话，把无形的内在的斥为“一言堂”、“注入式”，是机械论思维在作
怪。
　　2、教师课堂提问有三忌：一忌问不明白，答非所问。
二忌立问即答，思不及义。
三忌答了不置可否，“坐下拉倒”；或一概称好，还要“掌声鼓励”；或是干脆把学生的回答“直接
”教师的标准答案：“你的就是我的”。
　　再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多想想，该怎么问才能让学生明白问题的要求和回答的要点。
一般须给予十几秒钟的思考准备，包括口头表达的临场组织。
如果有太长的“冷场”，就需要考虑引导，还要反思问题是否恰当。
　　3、任何一种“对话”，都应视为教学内容的一个部分。
善于听“答话”，随机引导，高明点拨，让学生开窍，要比给出“标准答案”更有价值。
一个问题由几个人的讨论回答而补充修整，要比“一次性通过”更有意义。
过程与方法重于结论，是课标的精神，在“对话”中最应得到贯彻。
　　七、如何布置课后的复习　　1、大多数情况下，语文课几乎放弃了课后复习的布置，自承乏软
无力，把合理支配的时间拱手让人，好像比封建历史上的削土割地还要无奈。
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到底语文需不需要复习？
复习什么？
有没有时间保证？
有没有可能每天检查？
　　2、如果当仁不让，照理一节语文课至少应有半小时的复习或作业的时间。
预习新课和复习旧课，大约是3：2或4：1的比例。
复习的项目，主要是课文重点内容的识记和语文知识（方法、习惯、技能等）的运用。
形式一般是口答题和文答题。
题目必须能够激发探究的兴趣，与其笼统题目，泛泛布置，不如要求把课文朗读一两遍，或者抄写若
干段落，也可以印发相关的辅读材料指导阅读参考。
　　3、同预习一样，复习应不时进行检查，否则时间一久，终成虚话。
　　八、如何批改作文　　1、先把作文看一遍再改。
不要边看边改。
以“语批”为主，修改次之。
修改处需令比较，让写作者知道为何需要改，也允许持不同看法，鼓励同教师上来交流。
　　2、一次作文纵有参差不齐，但大体还是能按不同情况或不同标准归出几种类型。
一边批改一边就得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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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研究类型和典型，将决定作文批改的质量，不可因费工耗时而不为。
选择类型重点批改，不失为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而典型批改尤须着力。
　　3、注意发现每一篇作文的闪光点。
哪怕只有一个词用得精当，一个句子表达得精彩，都不吝可圈可点。
鼓励之于作文，效果有时会出乎意料地惊人。
　　九、如何进入课文的分析　　1、不同类型（文体）的课文有不同的进入方式。
但是首先还是要明确为什么需要分析。
一篇好文章，本是有机的整体，干吗要去分析它？
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在于披文入情，提要钩玄，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到达言辞的内蕴。
分析不是肢解，不是剁碎，分析之后，是让读者更加看到整体，是从局部或细部识通篇，窥全豹。
现在主张不论教什么课文，都先“整体感知”，但整体感知却并不一定非从“整体”入手不可，有时
从一个字词，一截短语，一个句子，也可以感知通篇文章，甚至把握全文的主旨。
例如教《兰亭集序》，问其中的“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 一句是怎么来的？
让学生从这一句上下寻绎，了解作者整体的构思，行文的脉络。
所以说，从哪里进入，是可以因文而异，也可以根据教师的匠心独运，作出最佳选择。
　　2、不管是否按照课文的顺序教，进入“分析”的方法大体有三种：　　其一是：寻找“紧要语
”（朱熹），包括孙绍振所说的“关键词”，或文章中精要、精彩、精妙的语句。
　　其二是：发现“关节眼”。
也就是通篇文字的联络照应。
不仅是段与段之间的衔接，更有词语句子的配合呼应。
　　其三是：比较“新异处”。
这一般是在和（同类）的其它作家作品作比较中，发现其内容的丰富深刻，形式的独特新颖等。
　　3、进入“分析”的途径也大抵有三种：　　其一是聚焦“形象”的特写与细节。
一般适合于小说、戏剧等有人物、情节的作品。
　　其二是揣摩品味新异传神的语句，或波澜迭起、摇曳生姿的行文布局。
但也不忽略平字见奇、朴字见色的语言表达。
一般适合于叙事言情写景的散文。
　　其三是为课文编提纲或列图表，找线索，寻因果。
一般适合于各种说明文和议论文。
　　以上或有交叉。
而辨词析句、咬文嚼字这一主要手段，则一以贯之。
　　十、如何教文言文　　1、学文言文不仅是学会“懂文言”，也是学习“用白话”。
是在古今汉语的异形同质和同形同质的联系比较之中，丰富对民族语言的语感。
不要老是惦着古今言殊，其实更多的是相同和相近。
　　2、必先要求学生参照注解和利用工具书，进行通释与串译。
一定避免没有预习，就面对生课，开始解释翻译。
但须提醒：照搬注解当译文，常会出差错。
　　3、 一般要将课文先诵读一两遍。
是逐句翻译下来，还是把容易理解的句子一读带过，只找其中需要重点的词句进行讲解讨论，当看学
生的实际情况，也看课文的特点（如一些古典的美文，用优美的现代汉语通篇连贯翻译一下，似乎很
有必要）。
　　4、不要上成古汉语课。
避免解读一句，就抓住某个语法现象大讲一通，通篇读去，一路“开花”，可就是不见“果实”——
对文义的准确完整通畅深刻的领会。
用拐杖是为了帮助走好路，而不是忽略走路而研究拐杖。
　　5、每一课都可能有若干常见的文言实词、虚词或特殊句式，值得提示或强调，宜放到课文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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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整理归纳，以助识记，不要穿插在解读中进行。
　　6、 文言文所关涉到的文学知识和文化常识，常常是教师的“专利”，亦为学生所乐闻，当避免
大行推销贩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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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日亮的严谨，使得他的文章和言论具有切实的深度，值得拿出来和西方尤其是北欧母语教学对
话。
当前的任务是不能满足于喊喊观念方法等等口号，而应该多做陈日亮这样的草根的工作。
　　——孙绍振　　陈老师是语文教育默默坚守者与探索者的一个代表，一个典型。
他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保守”，又绝不“趋时”。
跳出了语文教育观念的“两极对立”的模式，他对语文教育和教育改革的思考，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和价值，特别是当人们冷静下来，面对语文教育的真实问题时，就会更感到他的清醒之可贵。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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