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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式语文教学法”简介
( 代 序)

众所周知，听、说、读、写是语文学习的四大支柱。然而，在实
际教学中，“听”的教学比重过大，这既影响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
趣，又限制了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这样就造成了学生虽然可能获得
较高的考试成绩，却没有养成相应的语文素养与能力。笔者在教学实
践中探索总结出的 “三阶式语文教学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现实问
题。
“三阶式语文教学法”是指在初中三年语文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

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的一种系统的教学方法。它以学生学习
的实际情况为依据，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将学生听、说、读、写的
能力发展明确定义为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
不同的阶段有符合此阶段的明确的学习要求和学习任务，以此来激活
学生的学习兴趣，由浅入深地推动学生的学习，从而实现提高学生语
文素养的目的。“三阶式语文教学法”包括三阶式 “听能”教学法、
三阶式口语教学法、三阶式读文教学法、三阶式写作教学法，四个子
系统既有很强的独立性，又相辅相成，彼此推动。现以三阶式口语教
学法为例，对此教学方法做简单介绍。

第一阶: 初级阶段
训练对象: 七年级学生
训练项目: 成语故事和文化名人介绍
具体要求:
( 一) 成语故事介绍
时间: 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二个学月
要求: 学生人人上台，脱稿进行成语故事介绍。学生介绍成语故

事之前要将成语名称及与出处相关的古文内容板书在黑板上。布置这
个学习任务是为了让学生克服上台演说的恐惧与胆怯，同时在古文学
习方面做好小升初的衔接工作。板书，是对学生书写的一种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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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如其人”观点的影响下，学生都愿自己公开写出的字并尽可能工
整、美观。脱稿，是对学生记忆力的一种训练。在这个阶段，达到学
生不畏惧上台，能对所讲内容进行脱稿讲述即可。

口语训练时，要求听众认真聆听、做笔记。值日生报告完毕后，
听众要对本次口语训练进行点评，最后老师点评听众的表现，并尽可
能将“听”与“说”都进行约束与考评。

此阶段报告时间要求不少于 5 分钟。
( 二) 文化名人介绍
时间: 七年级上期第三、四学月至七年级下期
要求: 学生人人上台，脱稿进行，可辅以板书或自制课件。上

台，要做到声音洪亮，仪态大方; 脱稿，要做到内容熟悉，讲述流畅
有条理; 板书，要做到字体工整，设计合理; 课件，要做到图文并
茂，为报告服务。内容上选择文化名人是想让口语训练做得有趣，讲
述学生自己感兴趣的文化名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有趣的
体现。这一阶段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让全体学生都喜欢上口语训练，
由第一阶段的“要我说，要我听”到此阶段的“我想说，我想听”。

口语训练时，要求听众认真聆听、做笔记。值日生报告完毕后，
听众要对本次口语训练进行点评与拓展。

此阶段报告时间要求不少于 10 分钟。
第二阶: 中级阶段

训练对象: 八年级学生
训练项目: 诗词鉴赏
具体要求:
在这个阶段，口语训练内容为诗词鉴赏，古诗与新诗均可。依然

要求学生人人上台，脱稿进行，自制课件。上台，不仅要做到声音洪
亮、仪态大方，而且要初具自己的演说风格; 脱稿，不仅要做到内容
熟悉，还要学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演说; 课件，要做到图文并茂，
为报告服务，且要有与诗歌相关的拓展内容。内容选择为诗词鉴赏，
更多的是想培养学生对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的兴趣，若能对相关的章
法、意境有所了解，能在审美上对学生产生影响就更为理想。在此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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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实更侧重于对学生进行文学熏陶。由第一阶段的 “我想说，我
想听”达到“我想说好，我想听好”的境界。

这一阶段要求值日生在诗词鉴赏中要与听众进行互动交流。同
时，听众认真聆听、做笔记，积极与值日生互动，即值日生要在报告
过程中对同学进行提问。这种方式一是检查听众有没有认真，二是用
提问的方式来激起听众兴趣，三是用提问的方式将鉴赏做得深入一
点。而报告完毕后，听众可就诗歌相关的内容向值日生任意提问，要
求值日生给予解答。同时，听众还要对本次口语训练进行点评。

此阶段报告时间要求不少于 15 分钟。
第三阶: 高级阶段

训练对象: 九年级学生
训练项目: 演讲和小博士讲座
具体要求:
( 一) 演讲
时间: 九年级上期
要求: 学生自己撰写演讲稿，上台脱稿演讲，自制课件。听众要

积累写作素材。报告完毕后，听众要对本次口语训练进行点评。此阶
段希望学生能针对现实生活产生强烈的评说欲望，能用语言去 “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期达到即兴演讲针对性强、主题明确、内容
丰富、感染力强的效果，或能达到以“说”促“写”的效果。

此阶段演讲时间要求不少于 10 分钟。
( 二) 小博士讲座
时间: 九年级上下期
要求: 在这期间，值日生自选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专题讲解。要求

学生围绕自己选择的主题进行资料筛选，内容重组，做到自己的专题
讲座内容集中、主题鲜明、条理清晰、环节过渡自然。讲座过程中要
有与听众互动的环节。同时要求在进行小博士讲座时用两部录像机进
行录制。此阶段有让学生树立专题意识，用文化眼光看问题的目的;
有让学生充分掌控话语权，并享受这种话语权的目的。同时，引导学
生关注类似《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普及类的媒体节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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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完毕后，听众要对本次口语训练进行点评。
此阶段小博士讲座时间要求不少于 35 分钟。
在以上有序地进行口语训练的同时，以往那种与阅读教学、写作

教学相配合的听说训练依然进行。
三阶式口语教学法，经过两轮六年的教学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不

一样的语文课堂和教学结果。三阶式口语教学法，让课堂灵动，让学
生喜欢语文，让学生的口语表达精彩，这笔宝贵的财富将让学生终生
受益。

在与初 2013 级学生的相处中，因为三阶式语文教学法，学生把
语文融入自己的生活甚至血脉之中。学生和我都不愿舍弃这珍贵的时
光，决定以三年来我们进行的三阶式口语教学法的教学片段为内容编
辑成书。在编辑时，因字数限制，对相应内容做了最大限度的删减。
需要声明的是，学生口语训练的文字材料大部分来自网络这一公共资
源平台。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深感悟到:
培养学生学习的乐趣，比给学生灌输枯燥的知识更重要;
把语文作为生活的必需，比把语文作为考试的科目更重要;
为学生未来更好地融入社会打下基础，比仅仅完成自己的工作任

务重要。
唯有把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精神素养作为最终目标，才是真正的

语文教学。
最后一句: 仅以此书献给我和我的学生共同度过的美好三年，献

给我那些可爱、聪明的孩子! 献给一路上所有关心我的人。

钟 利
2013 年 5 月 13 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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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题榴花》赏析 李霁月 / 208……………………………………
杜甫《佳人》赏析 宋 彬 / 209………………………………………
陆游《梅花绝句 ( 其一) 》赏析 李桂莉 / 210………………………
李白《将进酒》赏析 李政隆 / 211……………………………………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赏析 邓雨田 / 212……………………
白居易《长相思》赏析 钟世明 / 214…………………………………
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赏析 焦嘉雨 / 215……………………………
戴望舒《雨巷》赏析 叶翰林 / 217……………………………………
曹植《洛神赋》赏析 秦健栋 / 219……………………………………
李煜《相见欢》赏析 刘妤嘉 / 221…………………………………
李益《写情》赏析 谷俊杰 / 223……………………………………
李商隐《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赏析 黄鸿唯 /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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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爱才
王心怡

　　金庸很爱才。有才的人在 《明报》工作，都会受到他另眼相看。
漫画家王司马就是金庸爱惜的人才。王司马刚进入 《明报》时，

还未成名。王司马常常给文章配图，工作勤奋，表现得非常好。金庸
很喜欢他，但是他的稿费一直没有增加，依然是每月３００元。有一
天，他遇到倪匡，在倪大哥面前发了一点牢骚，倪匡便答应替他去说
情。

倪匡见到金庸，问：“喂，查良镛 （金庸的原名）！王司马的漫画
崭不崭？”“崭！交关崭！”金庸竖起了大拇指。 “应不应该加稿费？”
“应该！”金庸想也不想地回答。“你知道他只有３００块一个月吗？”倪
匡说。 “吓！这么少，不行，不行。”金庸顿足，“他想加多少？”
“１　５００元。”倪匡说。 “什么……”金庸有点犹豫， “这太多一点了
吧！”“那你可以加多少？”“嗯……”金庸想了想，“１　２００元吧！”“多
谢！多谢！”倪匡马上脱帽致敬。原来王司马的本意只要求加到

５００元。现在有１　２００元，倪匡如何能不致敬？这一回是倪匡计取金庸
了。后来，金庸知道了，笑笑说：“１　５００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
宜了。”可见金庸是多么的爱才。

王世瑜———金庸最喜欢的人。许多年前，王世瑜在 《明报》打
工。王世瑜初入 《明报》时，职位只是信差。他 “做事勤力”，因此
很得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不久，金
庸便叫王世瑜出任 《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堪称一时无
两。

后来，王世瑜因事离开了 《明报》，进入 《新报》做事。王世瑜
虽然身为老总，助手只有号称 “００８”的雅伦方一位。众人佩服王世
瑜的干劲，《新夜报》是他一手创办出来的，销量几万份，替 《新报》
的老总罗斌赚了不少钱。后来王世瑜自己办 《今夜报》，销量盖过
《新夜报》。《新夜报》停刊后，《今夜报》一枝独秀，成为小报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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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瑜因而赚了不少钱。
后来王世瑜举家移民加拿大，把报社卖掉了。直到那时金庸对王

世瑜仍然念念不忘，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请他回来主持 《明报
晚报》。谁都知道，王世瑜离开明报时，是满腔怨气的，年少气盛，创
刊 《新夜报》时，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
庸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现在金庸又邀
请王世瑜，其气量之大，真是罕见！

点评与拓展：
说到金庸，同学们更多的是想到他的作品，比如 《笑傲江湖》

《天龙八部》，而对其本人的关注却很少。今天心怡同学为大家小小的
“闲话”了金庸本人，内容不多却主题明确。金庸就是一个爱才的人。
金庸本人绝对能称之为人才，在他的小说中爱才不忌才的人往往能成
为侠之大者。这或许是金庸自己做人原则在小说中的一种投射。

如果说每个男生心中有一个英雄梦，那金庸无疑帮成千上万的人
圆了这个英雄梦。写通俗小说能写到他这个份上也算是 “空前”了。
我们在座的同学一般是通过影视作品了解金庸的。如果你读其原著会
发现，金庸的作品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一个江湖而已。在这里推荐北
大教授孔庆东的 《笑书神侠》一书，它可以让你对金庸的作品有更深
入的了解

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

。

感悟语文
不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点遗憾，不让自己的语文留下一笔空白。

———蒋　莎
有钟老师陪伴的日子，叫语文课。因为你赋予课本的不再是 “老

土”知识，而是一段精致的记忆和深邃的人生思考。感谢有你，感谢
命运让我们相遇。 ———蒋　莎

真心觉得语文很重要，它像一种不可或缺的食粮，少了它总觉得
心里缺了什么一样。 ———吴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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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研究红楼第一人
杨若璇

　　周汝昌，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他的
《红楼梦新证》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近代红学研
究的奠基之作。

当年曹雪芹 “著红”用了１０年时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
昌先生 “研红”则用了近７０年， “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
生。”周汝昌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左眼因视网膜脱落于１９７５年就
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在一起方能看书写字。他已
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 “稿
纸”背面任意书写。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也已大过核桃，而且常常
串行重叠。近３年来，周汝昌右目仅存的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继而
又将创作方式改成了向女儿口述。

老人晚年有两大爱好，一是作诗，二是书法。周汝昌所作的诗，
数量极大，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咏红诗最受世人推崇。１９７０年，周
汝昌由干校调回北京后，想到曹雪芹的诗一首也未能流传至今，不禁
无限惋惜。忽然想到曹雪芹为他的好友敦诚题的 《琵琶行传奇》只剩
末二句，便斗胆续补。周汝昌一共试补了三首，后来其中一首传了出
去，竟使一位红学家认定是曹雪芹原作，险些闹出大笑话。

《周汝昌梦解红楼》封底有一首诗：“梦解红楼日月长，奇情异彩
细参商。零笺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怀一瓣香。”如今斯人已逝，他留
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红楼的奇情异彩，还有中华文化的一缕心香。

点评与拓展：
若璇曾私下同我说过她喜欢诗词是从看 《红楼梦》的 《好了歌》

开始的，所以她很自然地去关注了周汝昌。而这样一位泰斗级的人
物，如果不是因为若璇的介绍，不少同学有可能终身不识大师。感谢
若璇给大家这样一个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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