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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的主要阵地。课堂教学模式的选择和构建，直接影

响着课堂教学的效率，影响着整个教学的质量。研究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模

式，对中学语文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课堂教学模式丰富多彩，美国学

者布鲁斯·乔伊斯、玛莎·韦尔、艾米丽·卡尔霍恩等合著的《教学模式》

列出了美国的4大类23种教学模式。我国的课堂教学模式呈现百花齐放之

态。据不完全统计，现阶段有影响的语文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有39种之多；

全国县级以上教研室认定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达130种之多，而且新的教

学模式、教学方法还在不断涌现。当然，没有一种教学模式在所有时候适合

所有学生，而优秀的教学往往是由一系列的教学模式组合而成的。

20世纪以来，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经历了探索、反思、发展的艰难

历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中学语文的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许多新的教育理论影响着课堂教学，比如对话理论、后现代理论、建

构主义、多元智能等。这些新理论也推动着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发展

和变革。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涌现出大批富有改革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优秀语文教

师，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思想、教学模式与教学风格。在他们的带动影响

下，逐渐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语文教学流派。语文教学流派的出现是语文

教学日趋繁荣的表现，也是语文教学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语文教学流派的

出现与发展充分体现了语文教学的发展历程与成果水平。众家崛起，竞相争

鸣，这是语文教学改革充满生机的体现。回顾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对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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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书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对新时期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历史背

景、理论支持和实践探索作了梳理和研究，并以一些优秀教师的部分课堂教

学过程作为案例，分析了语文教学模式发展中不变的规律和变化的理念和形

式，展现了课堂教学模式随着时代精神和教育理念的变化而转变的过程，大

体勾勒出了新时期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发展变化的轮廓，从而使我们更加

深入地认识中学语文教学，并不断改进课堂教学模式，使之更加科学化、人

性化、艺术化、民族化、创造化和实用化。 

本书力求清晰地展现新时期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历史发展轨迹，试

图从宏观的视角对语文课堂教学模式作理论和实践的论述和分析，启示当今

的语文教育教学工作者在借鉴前人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研究和建

构符合时代特色、符合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和语文教育规律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书从语文教师大军中选出一批“五岳之美、各异其秀”的优秀代表，

试图作“群星璀璨、百家争鸣”的广角勾画，概述各流派的形成和发展，

揭示其教育思想，分析其风格特点，欣赏其教学艺术，从而全面反映新时代

“茫茫九派流中国”的语文教改风貌。以期通过研究，能为今天的中学语文

课堂教学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份参考资料，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研究领域贡献一

点微薄的力量。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新时期中学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中学语文

教学流派，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和各流派名师课堂教学实录。新时期中学

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部分以全景模式整体梳理新时期中学语文教学流

派的发展流变及其成因。中学语文教学流派部分从发展脉络、主要特点、教

育思想和代表人物四个方面全面研究了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八个语文教学

流派。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部分综合阐释了新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学语

文教学模式，并对中学语文六种课型教学模式和优秀综合性教学模式进行了

研究。各流派名师课堂教学实录部分通过八位名师的课堂教学实录集中展现

了新时期语文教师的风采，具体阐释了各教学流派的理念。

对中学语文教学流派与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作

为中学语文教师的作者，虽有心、有志于这项研究，但由于精力与能力所

限，无法对中国中学语文教学做深入持久的研究，只好选取20世纪80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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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中学语文教学作为研究主体，仅仅从教学流派和课堂教学模式两个方面

切入。这种研究未免有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之虞，也可能有投机取巧之嫌。

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与借鉴了学界前辈们的研究成果，虽在书后列出了

参考文献，但唯恐遗漏。特此向他们表示敬意！

在研究及成书过程中，得到了师长、朋友、家人的大力支持，在此对他

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能力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同行以及广

大读者不吝指正。 

2017年春于广州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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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期中学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新时期中学语文教学流派的
形成与发展

第一章

1978年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

各方面都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呈现出新面貌。语文教学也开始改革

积存的弊端，逐渐走上教学改革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大批富有改

革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优秀语文教师，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思想、教学模

式与教学风格。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语文教

学流派。语文教学流派的出现是语文教学日趋繁荣的表现，也是语文教学

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语文教学流派的出现与发展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

来语文教学的发展历程与成果水平。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教学流派的形

成与发展对我们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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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时期语文教学流派
形成的背景

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紧密相

连，与语文教学的改进紧密相关，与语文教师的积极探索密不可分。

一、改革开放的时代动因

1976年，全国各行业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

取消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荐上大学的办法，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

的“学生不愿学，教师不愿教”的状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

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

健康发展的道路，教育工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

步，语文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我国的经济更加繁荣，科技更加进步，教育更加发展。在

这种氛围下，语文教学改革的热情逐渐释放出来，语文教学流派在教学改革与实

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二、教学改革的学科诉求

我国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是从对以往语文教学弊端的批判开始的。1978年

3月，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一文，

对我国语文教学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这篇文章被语文教学界誉为“一声惊

雷”，震动了整个语文教学界，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半年时间之内，

省级以上报刊便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就语文教学问题进行讨论，极大地促进了

语文教学改革的进行。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语文教学改革的浪

潮。新时期的语文教学流派有许多就是在这次语文教学改革浪潮中逐渐形成与涌

现的。1997年《北京文学》刊登了一组文章对语文教育现象进行批判，引发了世

纪末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在对语文教育的批判中，人们寻求问题解决的新途径。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出台，新的语文课程改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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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实施阶段，语文教学开始在新课程改革精神与理念指导下展开。由此，语文教

学迸发出新的活力，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了新的态势。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语文教学改革的诉求与探索中，广大语文教师积

极投身于语文教学改革的浪潮，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涌现出于漪、钱梦龙、宁

鸿彬、魏书生等众多语文教育名师。他们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非凡

的改革勇气、创新意识、探索精神，在语文教坛上辛勤耕耘、锐意改革，在教学

思想、教学方式方法上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改革，在语文教学改革上独树一帜，

在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浪潮就是由

他们这样一批优秀语文教师领衔的，语文教学流派也正是在以这样一批优秀教师

为核心的辐射下逐渐形成的。

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解放了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冲出了以往的重重阻

碍，为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语文教学改革的

学科背景为语文教师释放积蓄已久的力量提供了释放空间。语文教师的奋斗热情

创造出多元并存的、崭新的语文教学局面。这些都构成了新时期语文教学流派形

成的背景。

　三、信息社会化的传播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信息传播的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交流，信息社

会能及时地将教学改革的新成果提供给广大教师，为他们所借鉴，使教学改革

逐步深化。如影响全国的目标教学改革就是中西教育信息交流的产物。1986年9

月，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应邀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学；同年8月，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布鲁姆掌握学习论文集》；同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布鲁姆等编著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这些书籍的出版，客观

上推动了布鲁姆的教育理论与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实验。十年时

间里，“目标教学研究作为一项群众性的教学改革，已从最初的上海、山东、陕

西、江苏、辽宁等省市的部分地区发展到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由此可以

看出信息社会化客观上为新时期教学流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传播基础。

四、目标共同化的向心力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陶行知、黎锦熙、徐特立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立

志教学改革，他们的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对当代的教学改革，特别是

语文教学改革仍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涌现了以叶圣陶、吕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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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公为代表的一大批语文教育理论家和语文教育改革家。他们在语文教坛上辛

勤耕耘，锐意改革，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在语文教学改革上独树一帜。他们的不懈

努力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也为新时期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进入新时期以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的“少、慢、差、费”问题一直困扰着中

学语文教师。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

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迫使语文教育界深刻反思，使广大

语文教师和语文教育工作者认识到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及教学改革的迫切

性和必要性，使他们有了教学改革的总目标，有了向心力。从此，语文教学改革

如百川归海，势不可挡，语文教学流派就在这洪峰巨浪中诞生了。

第二节  新时期语文教学流派及
名师巡礼

一、新时期主要语文教学流派简介

语文教学流派的形成大都经过了长期酝酿、初步形成、逐步发展的过程。有

些教学流派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有所酝酿，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渐形成并发展；有

些教学流派则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快步成长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小学教

学界涌现出大批有特色、有影响的语文教学流派。

情感派：以于漪、欧阳代娜、程翔为代表。

特点：熏陶感染塑心灵。其教师观强调教师要有激情，对语文教育要“倾

情”。在教育学生方面，主张“只有丹心一片，才能心心相印”；在教学上，要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情感。要“教之以情，授

之以趣”。于漪说：“我们语文教师要怀着春风化雨的热情，在培养学生理解和

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能力的同时，以美好的事物、高尚的情操熏陶感染他们，在

他们心灵深处撒下美的种子。”语文教学要讲出“美”来，悟出“巧”来，点出

“活”来，练出“实”来。情感派的重点区域是上海、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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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派：以钱梦龙、蔡澄清、黎见明为代表。

特点：强调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训练，把语文教学过程当作学生训练的过程。

钱梦龙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是主线。“何谓训

练？训，指教师的教导、指导；练，指学生的实践操作。训练就是以课程内容为

中介，以学生的发展为目标的师生协同活动过程。”蔡澄清认为：“教学之道无

他，求其善导而已。”钱梦龙在“三主”教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式”课

堂教学结构：自读课、教读课、练习课、复读课，其中自读课是导读的主要课

型。他构建“导学五步教学法”：认读感知、辨体析题、定向问答、深思质疑、

复述整理。其代表作为《导读的艺术》。

管理派：以魏书生、张富为代表。

特点：将控制论、管理论运用于语文教育，把教育管理与语文教学结合起

来，强调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我管教能力。主张把“自强”放在第一位，其次是

“育人”，再次是“教书”。教学中主张民主和科学。魏书生认为，民主化主要

是解决学生“愿学”的问题，科学化解决学生“会学”的问题，教师科学地教，

学生科学地学。教学结构上，构建了旨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六步教学法”：

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张富提出了“让学生都跳起来摘果实”

的“跳摘”理论。

语感派：以洪镇涛为代表。

特点：以加强语感训练为切入口，引导学生遵循“感受——领悟——积

累——运用”的途径学习语言，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主

张优化语文教学的基本程序，建立“感受语言、触发语感——品味语言、领悟语

感——实践语言、习得语感——积累语言、积淀语感”的新模式。提出“三主一

副”的教育思想：“三主”即以精粹语言（蕴涵传统文化精髓的古代汉语精品的

语言）、目标语言、伙伴语言为主线，“一副”就是语文知识，以增强对语言的

理性观照为副线。

“大”语文教学派：以张孝纯、姚竹青为代表。

特点：以课堂教学为轴心，把语文学习与各种学生活动，学语文与学做人，

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读写听说有机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整体训练。

提出“教大语文，育小能人”观点。张孝纯“一体两翼”的“大”语文教学结

构：以课堂教学为主体，开辟第二语文学习渠道和优化语文学习环境。姚竹青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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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十能”语文教学体系：育能人、练能力、设能项、编能序、排能课、分能

级、记能分、评能称、标能号、建能会。

目标教学派：以武镇北、王文延为代表。

特点：以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为指导，结合语文

学科特点，制订语文教学目标。目标教学程序包括：目标展示、前提测评、导学

达标、达标测评、学习反馈、查漏补缺等。在导学达标中，强调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对目标的双重作用，即教师为达标而教，学生为达标而学。在制订目标上，

注重目标的层次性和科学性。在层次上，一般分为记忆、理解、运用、综合四

级。与传统的目的教学相比，目标教学派有其独到的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

是以系列的教学目标为核心。

快速写作派：以杨初春为代表。

特点：“以人的大脑具有快速编码功能的巨大潜能为依据，有步骤地训练学

生的快速写作能力为主要目标”为理念，第一个提出“小学40分钟500字”“初

中40分钟600字”和“高中40分钟800字”的写作速度目标，并创造了实现上述写

作目标的168种快速写作的具体方法。这在作文教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快速阅读派：以程汉杰、晏茂心、王学贤、潘意敏为代表。

特点：以人类大脑具有调动视觉扫描意识、摄取文字符号功能的巨大潜能为

理论依据，通过强化训练，以提高阅读速度、阅读效率和阅读能力为主要目标，

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思维学、脑科学等学科的有关原

理，借鉴国内传统的优秀读书方法和国外盛行的快速阅读法，综合我国中学生的

阅读实际和现代汉语的特点设计而成。从激发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入手，以规律化

和量化训练为主要手段，达到迅速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效率的目的。

语文教材体系改革派：以周正逵为代表，追随者有史少典、郑国民、周颖、

王启军、唐洪启等。

特点：从语文课程发展史的角度切入，梳理出语文教材存在着的文体循环、

主题组元等弊端。认为语文课程和语文知识是有体系的，学习、训练也应该有体

系，主张语文课程从小学到初高中，甚至到大学将教材体系打通，形成完整的语

文教材体系、知识体系、学习训练体系，提出“知识层级，能力递进”的理念，

在此基础上通过适当的训练手段把知识转化为能力，从而全面扎实地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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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派：主要代表有宁鸿彬、王大绩等。

特点：用创造理论指导语文教学改革。认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

的创造素质，提出为21世纪培养人才的未来教育观。“创造性思维训练不是另搞

一套，而是指导学生运用创造性思维进行听说读写活动，运用创造性思维进行课

内的正常学习活动。”宁鸿彬提出“宁氏教学三原则”：不迷信古人，不迷信名

家，不迷信老师。“三个欢迎”：欢迎质疑，欢迎发表与教材不同的见解，欢迎

发表与教师不同的见解。“三个允许”：允许说错做错，允许改变观点，允许保

留意见。王大绩提出：“语文”学习的自觉意识，类似一种学科专业思维，或称

语文思维。作为唯物主义者，常说的“语感”，不是头脑中自然产生的，也不是

来自莫名其妙的感悟，而是长期语文“学”与“习”的结果。让学生在思维领域

得到训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生活思维能力，真正提高学生的

智慧。“语文”学习的自觉意识，涉及方方面面，是有规律可循的，在阅读和写

作领域尤为突出。

这些教学流派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它们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教苑

百花齐放、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

二、新时期十大名师“特色语文”内涵解读

“名师”，特指教育界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的智慧型教师，他们或是

某种教育理论的创立者和实践者，或为某种独特的教育理念的追求者和探索者。

他们具有高水平的职业素质和专业素养。他们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教育大变

革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或创立了特色语文，自成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个性

化语文教学艺术风格和特点。

（一）名师教学艺术个性化的基本特征

个性是名师教学思想的体现，个性即名师的教学风格，它延续着名师的教学

生命。个性是名师教学成功的标志之一，是他们高水平的教学艺术的必然表现。

在教学实践中，个性化的“特色语文”能打动学生的心灵，启发学生的智慧。

名师的教学风格与教学艺术、教学方法（技能技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的。一般教师也会使用一定的教学方法（技能技巧），所不同的是，一般教师使

用教学方法（技能技巧）不够熟练，而名师却娴熟自如。教学方法（技能技巧）

的进一步熟练就发展成教学艺术，教学艺术的进一步发挥和升华，就形成教学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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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风格是教师教学艺术的独特性，是教师教学艺术个性化的基本特征。钱

梦龙曾在《语文教育散论》序中谈到：在语文教育领域，任何一名成功的语文教

师都必然要经历四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属于实践操作的层次；第二种境界属于经

验积累的层次；第三种境界属于理论探索的层次；第四种境界属于形成思想、风

格或体系的层次。达到这一境界的教师，完全进入了语文教育的“自由王国”，

他们并非刻意表明自己追求某种理论，而是已经把这种理论追求深深融进了教学

实践的每一个“毛孔”；他们视野开阔，见解深刻，个性鲜明，教学上则挥洒

自如，游刃有余，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他们也许并不明确宣布构建了什么“体

系”，营造了什么“风格”，但是人们从他们卓有成效的教学中，分明感觉到一

个完整的教学体系，一种独特的教学风格的存在。

于漪的“情美语文”，钱梦龙的“导读语文”，宁鸿彬的“轻简语文”，

洪镇涛的“本体语文”，蔡澄清的“导学语文”，余映潮的“创美语文”，程少

堂的“文化语文”，黄厚江的“本色语文”，赵谦翔的“绿色语文”，董一菲的

“诗意语文”，自成理论体系，成为智慧课堂教学艺术的内驱力。

（二）“十大名师”：三次教育大变革中的代表人物

于漪、钱梦龙、宁鸿彬、洪镇涛、蔡澄清、余映潮、程少堂、黄厚江、赵谦

翔、董一菲，这十大名师可以说是我国三次教育大变革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创立

和倡导的“特色语文”是他们对“语文课程”的独到解读，蕴涵丰富的“智慧课

堂”教学思想，具有高超的“智慧课堂”教学艺术。

于漪、钱梦龙、宁鸿彬、洪镇涛、蔡澄清等，堪称我国当代教育改革以来划

时代的重要人物，是新时期第一代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学语文名师。第一代语文名

师，特别强调“双基教学”，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智力的开发，凸现学生

的主体地位，注重启发式教学，着力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形成。其课堂教学由“重

教”到“重学”，由“重知识”到“重能力”“重智力”，由“接受和理解”到

“建构和发现”，由“偏重课内”到“兼重课内外”，成为当时最主流的智慧理

论话语。第一代语文名师以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为重点；极其重视文本导

读，重视对文本的原意理解，重视对教材的语言文字的品味；始终关注学生在课

堂上的心理需求，努力追求教学过程的心理学化，在教学细节上精雕细刻。

余映潮、程少堂、黄厚江、赵谦翔等，是我国当代教育改革以来第二代（中

生代）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中学语文名师。第二代语文名师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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