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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退休后因一次车祸落下残疾。
4个多月的住院疗伤，僵卧病床，每日无事，对着天花板，盘点一下自己的语文教学生涯，深感做一
名语文教师之难。
刚刚学会如何教书却又告别讲坛，常为自己过去教学的失误而扼腕；当然，也曾为自己的一两次成功
而喜悦。
如此这般，却为我开启了总结经验教训之念想。
　　语文教学之难，难在何处？
窃以为，从内部说，难在语文教师自身素养的提高；从外部说，外部环境对语文教师的压力实在太大
了。
对于语文教学性质的讨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像我国之激烈，却又争执不休，如一桩无
头公案。
如，怎样解决语文教育“费时多，收效微，负担重”的问题，至今还让人不得要领。
社会上多为批评者、责难者，鲜有建设者，众说纷纭、众语喧哗。
此领域中一些所谓专家权威，理论高深莫测，“言必称希腊”，名词术语漫天飞，大处着眼者甚多，
小处着手者甚少，再加上中考、高考花样百出，着实让语文教师首鼠两端、手足无措，语文教学蒙尘
已达半个世纪之久了。
　　平心而论，语文教学教什么？
教学生写字、读书、作文而已。
20世纪初，民国教育部就规定：“教授国文，务求意义明了，并使默写短句短文，或就成句改作，俾
读法、书法、作法联络一致，以资熟习。
”那时的要求简单明白，而现在却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有关语文教学之论争、热热闹闹、沸沸扬扬；多如牛毛的提法，层出不穷，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
”，却少有一语中的者。
我以为语文教学应就是让学生在写字、读书、作文中陶冶性情，丰富情感，学会做人，活跃思维，培
育智慧。
当然，语文学科最能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和培养有文化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但是，离开了
写字、读书、作文的基本功，一切都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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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教学注重的无非两点——语言和思维。
在长期的传统作文教学中，老师更注重对学生写作上的语言训练，忽略了思维训练。
其实，写作最关键的是思维。
语言和文字表达，老师可以修改；但构思一篇作文，别人却无法替代。

　　语文教师要在语文教学中和学生一起获得生命成长的体验，享受学习语文的快乐，获得智慧，将
“精神成长”置于“科学获知”之前，这才是“教学相长”的真正含义。

　　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依我之见，就是要培养学生一种书卷气，一种令其，举止温文尔雅，谈吐
风雅不凡，读书博闻强记，写字一丝不苟，作文文从字顺，听话善解人意，者应该是语文素养吧。

　　让学生说真话，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这是作文教学的起点，也是归宿。
要作文，就要做有思想的人。
作文可以没有修辞，但不能没有态度；可以没有呐喊，但不能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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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省的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应当是“闽派语文”的建设者，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研究型教师。
我们要能够对自身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系统化反思，从单一的教学实践者转变为教学的研究者。
当然，教师的研究不应也不能向专业研究者的研究看齐。
教师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为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是从自己内部发展起来并为
改变自身所面对的独特情境而进行的研究。
也就是说，当今教师所开展的研究不再是教学的补充，而应是教师职业生活的方式，它本身应该体现
出教师作为人、作为实践者所拥有的本性。
　　当前，我们要全力以赴搞课改。
如何看待新课标？
这是课程改革推进的产物，凝结着全国许多教师的心血，我们当然要尊重新课标，以积极的态度对待
它。
但新课标并非是板上钉钉的东西，只是提供了大致统一的教学目标和标准。
我们一方面要遵照新课标的方向指导，另一方面，也不必缩手缩脚。
　　我们“闽派语文”，当前要做的是什么？
　　1.语文教师要坚守母语教学阵地。
现在，孩子们对语文的热情，远不如外语、数理化等学科，这是很可怕的事。
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文明需要一代代人的传承。
学校的语文教学，不仅要教会学生正确使用语言，还要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
　　2.要与应试教育做顽强的斗争。
尽管语文教学的改革呼声很高，但一到实际教学仍然积弊难返。
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以做练习代替学语文，尤其是毕业班，完全陷入题海之中。
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变成了枯燥无味的练习课，一做就是一年。
整个语文教学过程，降到了最原始、最低级的状态。
高考也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改革。
语文受考试指挥棒的影响是最严重的，本来应该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的语文课，异化成了一门纯粹的
工具操作课，而真正的人文素养、创造力、想象力的培养，甚至最基本的写作能力的培养，却日渐萎
缩。
语文教学仿佛就是肢解的操练，就是核对标准答案。
但是，那些标准答案就那么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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