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白云语文工作坊

高中语文专题学习

汉 代 乐 府
———中国文学的母题

（适用于高一年级）

总 主 编　王白云

分册主编　冷海鹰

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册专题以“中国文学的母题”为核心，从爱情、思乡、生命、阶级和战争这五大母
题，对乐府民歌分类选编，配以“语文知识”，给学生以理性工具；集结“相关评论”和“选
读篇目”，引导学生在涵泳辩析中、在专题学习、自主学习、研究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体
验，体味乐府诗歌的激情或缠绵、感知中国文学的源流。

图书在版编目（犆犐犘）数据

高中语文专题学习．汉代乐府： 中国文学的母题 ／
王白云主编．—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犐犛犅犖９７８ ７ ３１３ １５７３１ ７

Ⅰ．①高…　Ⅱ．①王…　Ⅲ．①中学语文课 高中 教
学参考资料　Ⅳ．①犌６３４．３０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犆犐犘数据核字（２０１６）第２０１６０５号

高中语文专题学习

汉代乐府

———中国文学的母题

　

主　　编： 王白云 分册主编： 冷海鹰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９５１号
邮政编码：２０００３０　 电　　话：０２１ ６４０７１２０８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９６０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６．７５
字　　数：１００千字
版　　次：２０１７年２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７年２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９７８ ７ ３１３ １５７３１ ７／Ｇ
定　　价： （共十册）９８．００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３６５７３０９



语文专题学习

００１　　　　

《语文专题学习》

编写及使用说明

　　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自主学习很重要。自主不仅是学科学习成效的保

障的前提，也是学科学习中特别需要修炼的和提升的能力。但是，要想实现学生

的自主学习，适合的教与学用书是前提。

专题教学，是一个既需要范围限制、又要保障空间的操作。通过专题，将听

说读写“链接”起来，使阅读、写作、表达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前提下，又能环环相

扣、彼此呼应、相生相应。这样一方面减少听说读写各自为政带来的时间消耗，

又能让不同环节在彼此借力中互相驱动———使“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

学习”变成真正的可能。

为此，设立了“三一”课堂模型：

· 课堂模型上：传统课堂、标准课堂、游学课堂三者合一。

· 教学目标上：听说、阅读、写作三者合一。

· 教师作用上：导学、助学、督学三者合一。

为配合“三一”课堂，编制教与学用书，体例如下：

第一板块：【编者卮言】

编者用尽可能通俗感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与思考，借以“诱引”学

生进入学习情境。

第二板块：【单元导学】

从课程标准、学生心智特点、教学操作上的可能性等角度进行学习方法的介

绍，引导学生实施自主学习。

第三板块：【习者研读】

遵循“典型性”、“兼容性”、“趣味型”原则，以课内重点篇目为核心，选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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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为本单元的主题读物。每篇文章的后面附有３００字左右的空格，供学生

写作“读者小语”用，使“读本”与“学本”真正融合。

第四板块：【助读资料】

为了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深度、厚度，该部分提供至少三类材料：① 语文知

识。② 选文作者传记。③ 相关文学评论。部分文言文专题提供译文。带★的

著作属于建议学生人手一册的“必备书”。推荐的长篇或著作基于篇幅限制以

“存目”的形式呈现。

第五板块：【思考与实践】

该部分主要有三项内容。① 专题写作，给出两个思考题，建议学生二中选

一完成写作。② 演讲训练。要求学生提供演讲大纲（三张ＰＰＴ分别介绍自己

的主题、材料和阅读书目）；本部分提演讲的自评和互评标准。③ 游学活动。建

议每位学生至少参加７天游和４天游各一次。

本专题用书分为高中、初中、小学三部分。

高中共十个专题。分别是：

第一专题　先秦诗歌———《诗经》中的文学母题

第二专题　先秦诸子———辩证的思维方法

第三专题　汉代乐府———中国文学的母题

第四专题　唐代诗歌———大唐气象的风致

第五专题　宋代散文———平易自然的风格

第六专题　明清小品———社会桎梏中人的性灵

第七专题　明清小说———鲜活独特的“这一个”

第八专题　现代散文———淡而有味的语言

第九专题　现代小说———悲情人物的思想价值

第十专题　西方哲学———我思故我在

初中共五个专题。分别是：

第一专题　当代散文———少年的纷繁“心事”

第二专题　唐诗初读———李杜的思想情怀

第三专题　宋词欣赏———古诗词的吟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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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专题　诸子浅读———先秦哲学形象初识

第五专题　外国短篇———小人物的社会意味

小学共两个专题。

第一专题　散文阅读———表情达意的鉴赏

第二专题　童心阅读———美好情怀的感受



语文专题学习

００５　　　　

编　委　会

高中部分编委

王白云　李　郦　李德芹　冷海鹰　张燕翠

陈　怡　陈　晏　金　蕾　忻莉君　施　蕾

初中部分编委

王白云　黄　琴　葛琛静　杨　洁　杜梦溪

陈慧蓉　钟树德

小学部分编委

王白云　顾咏梅　杨亚男



我们都在成长的路上（代序１）

００１　　　　

我们都在成长的路上（代序１）

王意如

　　王白云老师完成了她的“三一课堂”系列用书，嘱我作序。我知道上海市教

委教研室的谭轶斌副主任也将写序，所以就想“退避三舍”，不讲课堂教学而说点

别的。

英国当代教育家亚历山大·萨瑟兰·尼尔认为，做教师的能力是与生俱来

的，所有大学的所有教师培训都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位好教师。这话让我思想

好久：既然教师的能力是天赋的，那我们能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做点什么呢？既

然我们不能让一个人成为好教师，那为什么还要有职前职后的教师培训呢？思

考的结果，我想我们大概可以分这样两个层次来考虑问题：第一，当教师确实需

要一定的天赋，除了必备的知识结构以及现在已经量化的普通话等级外，还应该

有高质量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等，满腹经纶而站在讲台嗫嚅的人并

不罕见。而倒过来说，优秀教师也未见得个个学富五车兼普通话流利如播音员

般。初中学历而成就卓著的语文特级教师钱梦龙老师就说，他是“混”进教师队

伍的。尽管钱老师说：“这样的传奇故事在教师聘用制和考评标准日益正规化的

今天，大概很难发生”，但他同时也认为，“虽起步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有一些外部

的特殊条件，但它并非不可复制。①”可以复制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但我认为，发

现有天赋的人或者说让有天赋的人冒出来是重要的一条。钱老师毫无疑问有语

文教育方面的极好的天赋，否则决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承认教师要有一定的

天赋，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层次。而第二，有天赋的人未见得就是好教师———

如果他的天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的话。我常举的例子是：如果刘翔没有遇见

① 钱梦龙．教师的价值［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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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平等好老师，那么，他的跑步天赋就不过是在下雨天比我们逃得快一点而

已。钱梦龙老师如果不遇见那个给他《王云五小辞典》的老师，能不能走到今天

这一步，也是个未知数。而这，应该就是师范生培养以及之后教师培训的作用。

利伯曼在关于教师作为一个专门职业的定义中说，教师“需要长期的专业教

育或专门训练①”。这种“长期”是伴随教师职业生涯始终的。职后培训是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教师在岗后必然要经受的培训，是教师教育的一个

重要环节。“教师教育应该是涵盖了职前、职后在内的一体化的教育，单靠职前

的一次性终结型的师范教育是不够的。教师的专业发展是贯穿于职前培养和职

后进修的全过程的，一体化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②”《中（小）学教师专业

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的基本理念中也都有“终身学习”的要求。从中央到

地方，不断有相关政策文件出台，如《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

的意见》（教师［２０１１］１号）等，均对教师培训做出了重要部署。根据这一基本理

念，全国各地每年都有数十万计的教师在接受各级各类的职后培训。多年来，我

们也承接了大量的教师培训任务，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也遇到了一些问

题。比如，教师培训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究竟有多大作用？教师的专业发展有

哪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教师职后培训应该有哪些基本原则？培训的内容和

形式有什么特点？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培训模式？等等。为此，我们深深感到有

认真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同时，由于师范院校有自己的学历教育任务，很容易

将学历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教师培训往往成为某个机构操作的事情，而具

体担任培训课程的教师也比较容易视培训为临时的、额外的任务，除了关注自己

所教的课程外，较少关注整个学科的培训课程以及其他有关培训的问题。这种

情况造成教师职后培训系统性不强、指向不够明确、学术含量不高、引领性不强

等问题。这就非常需要我们高屋建瓴，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对以往培训的有

效性进行调查总结，让今后的教师职后培训更加节能高效。在接触到“白云语文

工作坊”之后，我就对这里的职后培训模式感到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个工作坊里，最常见的培训内容———听听讲座，评评公开课———似乎不

①

②

Ｍ．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ｐｐ．２ ５，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６５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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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的主要活动。来自杨浦区各个学校的１６位老师聚集在一起，他们的任务

是要承担起建设“三一课堂”的责任。“三一课堂”的理念是由“白云语文工作坊”

主持人王白云老师提出的，王老师在复旦附中的“人文实验班”已经有了一定的

实践。工作坊的全体成员都参与了对这一理念的研究、探讨和建设。在研习的

过程中，任务逐渐明确：为“三一课堂”编写教材。１６位老师分别在各自的学段

进行实验，小学写出了童话和散文阅读的相关文字，初中则分为诸子浅读、唐诗

初读、宋词浅唱、外国短篇小说和少年心事５个单元。高中最为丰富，涉及诗经、

诸子散文、乐府、唐诗、宋文、明清小说、小品文、现代散文等。每个单元都有一个

主题，比如《诗经》主要是母题的多角度探究，先秦散文探讨的是悲情人物的思想

价值，唐诗关注的是大唐气象的风致等等。完成这个教材编写任务的本身，成了

培训教师的最好的手段。白云老师在谈到学生的学习时说，学习是学生自己的

事。其实，教师培训也同样如此。培训也是教师自己的事。“参与式”培训的最

大特点，就是有效改变了教师培训常见的培训者居中的格局，把受训教师推到了

培训中心的区域。

笔者曾经对全国近千名进修教师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式、研讨式

的培训方法，是最受教师欢迎的。而“白云语文工作坊”的“参与式”培训同时又

是“任务型”的，白云老师把它叫做“实践研究式”，每位工作坊的成员都要完成一

份教材编写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不难看出老师必须要做的几件事：

一、大量阅读。老师在这里，不仅要选文，还要推荐书目，这个任务不到一

定的阅读量是无法完成的。而教师的这项工作，又为学生的阅读搭建了一条比

较便捷的阶梯，循此前行，可以较快进入专题阅读的境界。

二、行走感悟。这是秉承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来的，每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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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相应的游学要求。记得当年徐纯顺开始徒步旅行时，也就一想入非非的年

轻人而已，但就在行走的过程中，从外貌到内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致最后

牺牲时，作家赵丽宏称之为“壮士”。

三、深入思考和完美表达。这个目标不能说完全做到了，但教师是在追求

的过程中。他们或许不具备高校专业领域内研究的深度，但这项工作开启了教

师思维的机括，并将引发学生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兴趣。

相对一般的教师培训而言，这种把受训教师安置在中心区域的做法，与学生

的自主学习异曲同工。明确的任务指派，提供了研习的有效抓手，教师在完成任

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专业上的成长。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老师和学生并非泾渭分明的存在，“无贵无贱，无长无

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其实，不仅在身份上，老师和学生不是固定不变的，

可以互为师生；在学习方式上，老师和学生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白云语文工

作坊”的“任务型”培训模式，与这套读本以“目标”为基点，立足“能力”，帮助学生

从接受性学习转向建构性创造的初衷是完全一致的。工作坊本身自主、探究、合

作的运作方式，也正是这套教材所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方式。工作坊教师以自己

的海量阅读，为学生打破了课内与课外的边界，帮助他们由“点式”的课文，进入

立体的语文学习空间，最终与教师在学海中相逢。

如果完全把教师和学生放在同一起点上，当然也是不妥的。“成为一名成功

教师的根本之道在于，了解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并设法做到这一点”（Ｋｙｒｉａｃｏｕ，

１９９１）①。为了做到这一点，“白云语文工作坊”的老师在两方面做出了努力：一

方面，要求学生在不依赖教师的情况下完成相对应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顾

及学生的学习现状，有限度地帮助学生节约在查找资料、搜集资料上所耗费的时

间。其中，关于学习内容的选择，是教师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结

果。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史中选取这样一些适合学生的专题，有效避免了“盲人摸

象”似的摸索，帮助学生在“有涯”的生命中尽快接触到“无涯”世界中最宝贵的部

分。在学习形式上，这套教材将听说、阅读、写作一体化，避免各自为政导致时间

① ［美］伊兰·Ｋ·麦克伊万．培养造就优秀教师［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８．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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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费和效益的消散。教材还配有简要的、发展性自评、互评工具，从而构成了

一个从学习到测评的完整的系统。总之，这套书就仿佛旅行指南，可以告诉你很

多信息，提供给你很多帮助，但最后的路得你自己去走。

如果我们把这套读本看作是“白云语文工作坊”的教师在专业发展路途上的

抓手，那么，它同时也将是学生在语文学科方面获得良好发展的途径。学生在这

条路上走得是否顺畅，是否可以较快登上语文学科“一览众山小”的“绝顶”，反过

来又在检测教师的专业能力，并继续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所以，大家都在路

上，师生一起前行———包括我。

２０１６年春夏之交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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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白云

　　任何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进入新的困局。自从夸美纽斯发明班级制，

近４００年过去，班级制由对教育效率的保障，转而形成对教学效率的限制。班级

制作为一种管理形式，自然而然产生科目与课时———于是不管文科还是理科，不

管是儿童还是少年，一律根据管理的需要，纳入课时与学科的框架。语文也罢，

数学也罢，体育音乐也罢，小学也罢，初中也罢，高中职校也罢，总课时量或许不

同，单位课时都是平均分配，或者３５分钟，或者４０分钟。学科与学段对课时要

求的特殊性，在管理至上的格局里一概被忽略。

班级制另一个副产品就是“教导主义”。由于课时的小体制与教学任务的大

体量，教学过程中“赶进度”势在必然。赶进度之下的无奈选择，便是教师的“一

讲到底”。加上教室“一只讲台面对一批桌椅”的特定格局，天然造就教师“一对

多”的“个人领导”的、“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型。而小篇幅的课文，不利于教师打

开格局，“教导主义”因之成型。在教师“经验”的固化下，接受性学习模式成为语

文教学的“理所当然”。

语文教育正在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改什么、怎样改？如何才能不符国家所

托，又能适合家长的心愿，更能满足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

一、关于“小格局”的语文课堂效益的案例

长期以来，语文教育采用的是小格局的模型：

使用短小篇幅的“选文”型教材———选取各类短篇或者节选长篇作为学生的课文。

采用小空间短学时的讲读方式———４０分钟左右的时长、６０平方左右的空

间，每篇文章精讲细研的两个课时，“连结”出整个学期乃至学年的“语文教学”。

这样的语文教学成效如何？《前赤壁赋》是高中学生的必学篇目。教师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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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对这篇文章进行细致的讲解，从作家生平，到生词难句，再

到思想内涵和写作特点，没有一个细节轻易放过。但是教学成效如何？

本人曾经就此在上海市某普通中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教师预期成效】

１．关于字词的数量———大部分学生对字词掌握的数量增加１５—２０个。

２．对苏东坡的认识———９０％的学生对苏东坡的认识有深入。

３．对文化的认识———８５％的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改变。

４．对文章特点的认识———８０％的学生对文章的情感线索有印象；９０％的学生对文章

的情感线索有个人理解；８５％的学生对文章的句式特点有印象；８５％的学生对文章

的句式特点有个人理解；８５％的学生对苏东坡的文风有印象；８５％的学生对苏东坡

的文风有个人理解。

５．关于阅读面的提高———８５％的学生相关阅读达５０００字以上。

６．关于写作兴趣和能力———５０％的学生学完这篇文章后写作兴趣有提高。

７．关于“说”的能力———５０％的学生学完这篇文章后“说”的兴趣有提高；５０％的学生

学完这篇文章后“说”的能力有提高。

８．关于语文学习的兴趣和方法———７０％的学生学完这篇文章，对古文或苏东坡的文

章兴趣有提高。

９．关于对老师的感受———５０％的学生学完这篇文章后，对老师的印象更为深刻，或感

觉更加良好。

１０．关于“研究”的兴趣和方法———通过本文的学习，５０％的学生有查阅资料的经历；

７０％的学生有“发现问题”的经历；２０％的学生有“研究问题”的经历。

【实际教学效果】

１．关于字词的数量———８５％的学生对字词掌握的数量增加３—７个。

２．对苏东坡的认识———７０％的学生对苏东坡的认识“基本维持原状”。

３．对文化的认识———８５％的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基本没有改变”。

４．关于对文章特点的认识———３４％的学生对文章的情感线索有印象；１２％的学生对文

章的情感线索有个人理解；１５％的学生对文章的句式特点有印象；９％的学生对文章

的句式特点有个人理解；２５％的学生对苏东坡的文风有印象；３％的学生对苏东坡的

文风有个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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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关于阅读面的提高———２％的学生相关阅读达５０００字以上。

６．关于写作兴趣和能力———４％的学生学完这篇文章后写作兴趣有提高。

７．关于“说”的能力———１％的学生学完这篇文章后“说”的兴趣有提高；１４％的学生学

完这篇文章后“说”的能力有提高。

８．关于语文学习的兴趣和方法———１２％的学生学完这篇文章，对古文或苏东坡的文

章兴趣有提高。

９．关于对老师的感受———１４％的学生学完这篇文章后，对老师的印象更为深刻，或感

觉更加良好。

１０．关于“研究”的兴趣和方法———５％的学生在学习本文的过程中有查阅资料的经历；

１２％的学生有“发现问题”的经历；３％的学生有“研究问题”的经历。

不难发现，教师的教学预期与实际成效之间落差巨大。其实这不是教师预

期与教学实际成效的落差，是传统教学与教学标准之间的落差。

二、关于当前的语文教育“问题”的分析

语文教育存在问题，这毫无疑问。但是到底有哪些问题、有多少问题？又有

哪些是主要问题？

没有做过大面积、全样本、涉及所有层次的调查，谁都不敢就这些问题做一

个自信的回答。但是，某些主要问题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教材”问题。目前的教材一般是选文式。选文式教材自有它的优

点：篇幅短小；选文机动性大，教学安排上轻便灵活。但是它的弊端，特别是对

“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成为趋向的今天，它的弊端日益凸显。作为学生，他

们很难发现课文之间的关联，所以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对教材做一个有机的统整，

没有统整就限制了研究的“空间”和内容上的“疑点”，学生就很难得到更大的“自

主学习”的空间和支点。作为教师，他们的教学程序几乎完全由课本的序列决

定，于是很难有“自作主张”的“自由”。当他们拿着由一篇篇课文集结而成的教

材进教室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被惯性牵掣，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按照课文的先后把

课文一篇一篇“教”下去。除了讲讲字词、交代交代写作背景、讨论一下思想内

容、写作手法，做做模拟卷什么的，实在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干。一篇篇选文

是一个个点，每一个点都轻慢不得，他们牵着师生的鼻子，亦步亦趋，无暇他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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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主动学习和研究学习无从谈起，教师的自主意识和自主作为的可能性也

不存在。“用什么教”比“怎样教”更为前提。当前对教材的研究与改善的趋向有

没有？当然有，但是更多的研究与趋向是出于对选文的纠结：鲁迅作品要不要

在教材里存在，《世间最美的坟墓》是不是要换成别的。至于是否要以这样的结

构和样态呈现教材，鲜有问津，似乎“教材”生来就当如此。

其次是“学习场境”的形态问题。什么样的学习场景是理想的场境？理想的

学习场景有哪些类型？当今的语文界似乎还没有认真系统地思考过。４００年

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为班级制教学设置了特定的教室形态，４００年过去，物

理、化学等学科都有了功能教室，语文学科除了桌椅由木头的变成钢筋高压板，

设施上增加了电脑投影仪之类的设备，总体轮廓和形制及功能，基本没有任何改

变。“一只讲台对峙一片桌椅”的格局，使走进教室的教师，无论是一流的学者还

是最不敬业的教书匠，都会自然而然地开口就讲，而且往往一讲到底，充其量

“提”几个学生站起来问问答答，或是要求前排学生扭过头去进行所谓的“小组讨

论”。语文学习，与大自然无关，与文化真迹无关，与浩瀚书海无关，与需要自身

“发现”与“体验”也基本无关。这怎么会是好的语文学习？

此外就是《课程标准》的执行问题。上海市教研室２００９年颁布的《课程标

准》，要求高中三年学生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３００万字；调查表明，高中三年达

到３００万字阅读量的不足３％，８７％的学生在整个高中期间涉猎的名著“少于２

本”。《课程标准》还要求学生“形成课题意识，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语文学

习目标，确定阅读专题”，抽样调查表明，前几届高中生中就语文学科做过“课题”

的，不足２％；以为“课题”就是“课文题目”的，高达６７％。《课程标准》还要求学

生“能在学校、班级的活动中，当众作１５分钟左右的演讲，做到观点明确，阐述清

楚，用语规范，语言连贯；演讲时感情充沛，音量适中，能借助语调、手势，产生一

定的感染力”，但是，在实际中，接受过专门的演讲训练的只有４％，能够“当众作

１５分钟左右的演讲，观点明确，用语规范，语言连贯；感情充沛，音量适中，能借

助语调、手势，产生一定的感染力”的，只有１２％。

教学偏重于精读和写作，考查偏重于阅读写作，导致真正的教学成效缺少真

实评价。母语教学的教育成效，撇开环境熏染和个人修为，从学科教学中学生到

底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很难评估，导致很多教育即便零成效甚至负成效，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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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教师的真正有效的自省当然也不存在。

不妨假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课本”是一本《史记》，周边不仅有同学和课桌，还

受到各种各样的司马迁研究资料的“包围”，老师还会不会只讲讲背景分分段讲讲

思想？如果我们的“教室”在大观园，师生人手一本《红楼梦》，老师还能否坚持自说

自话的“一言堂”？这些假设有些极端，但是道理却是明白显易的：课程的形态，包

括教材的形式，包括教学的形制和结构，都停留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前的格调里。

历史的力量跟现代理想抗衡，让语文教育桎梏于传统惯性之中，旧貌换不出新颜，

难脱窠臼的语文教育迈着传统裹就的小脚，自然迈不出激越豪迈的步伐来。

事实上，语文教育在现实中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再是一节课的问题、或单纯的

上课环节与技巧的问题。语文教育的主要问题是课程的问题。“课程”是一个综

合概念，它涉及标准、教材、教学场境与评价，但独立的标准、教材、教法和评价，

并不是课程。所以，单纯研究教法不能从根本上研究课程，单纯地针对教师也很

难从根本上改善教师。

语文教学不等于课堂教学。

阅读教学不等于讲读教学。

研究“如何上好一节课”不等于研究“如何完善语文教育”。

所以，保障语文教育的成效，或许应该从改变课堂形制突破、从建构教学内

容的课程框架突破，从完备评价的角度突破。在这两个“突破”还“在路上”的前

提下，教师的稳健发展，则需要携带“课程”同步前行。

三、一种为“专题学习”构造的课堂

要想解决语文教育面对的问题，“理想”的假设模型至少必须具有以下特征：

１．能打破课内与课外的边界，由“点式”的课文，进入立体的语文学习空间。

２．有既不宏大也不狭小的学生专题，适宜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３．能以“目标”为基点，立足“能力”，帮助学生从接受性学习转向建构性

创造。

４．能保障语文学习的时间，同时限制语文学习的时间，将听说、阅读、写作

一体化，避免各自为政导致时间的浪费和效益的消散。

５．教材具有适度的“封闭性”，即学生一手在册，不需要依赖教师，也不需要

在查找资料、搜集资料上耗时太多，即可基本完成相应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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