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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语文在中学里是一门主课、基础课。教语文是件智力兼体力
的活计，十分辛苦，故有同仁叹曰：“语文可学而不可教。”能否
教得省劲儿而又有成效呢？可以。那就是长期坚持搞教学科研。

人们常说 “教无定法”，但 “教有规律”，找到规律自然就能
左右逢源，以简驭繁。语文教学的规律相当深广，我探索到的只
是沧海之一粟，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做了几十年班主任，其中酸甜苦辣，深有体会。做班主任
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我在实践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理论探索，
行诸文字，仅供参考。

当有人将我上高校任教的路阻断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在平凡
的中学教师岗位上做点儿有益的事。我毕业于贵州大学，没学过
教育学、心理学，只能教余补课，还自学了思维科学、行为科学
等。订阅五种语文杂志，了解最新信息，紧跟时代步伐。做了二
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撰写了上百篇教育教学论文。现在从中选
出三十四篇，汇成小书，算是作了一个交代。

小书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王思莺，她是中学
音乐教师，在业务上也是十分要强的，她在合唱训练方面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她为了支持我，包揽了全部家务，悉心关爱抚
养子女，作了很大的牺牲，让我有时间做学问。

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他们的成长、成功、成才让我倍感欣
慰，同时也深受鼓舞。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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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四化”与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创造型人才。语文教育在完成这
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创造型人才的基
本素质大体应当包括思想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

思维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六个方面。语文教育以历代名家
名篇为载体，把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
育、高尚情操教育、艰苦奋斗教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教育等
等，艺术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起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博大精深的祖国语言、文字是学生思维素质形成并
提高的必要条件，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

素质教育的第一要素，就是面向全体学生。要真正做到面向
全体学生，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观念转变，二是感情投
资，三是勇担风险。

当我们陶醉在大搞应试教育之中的时候，早在１９７２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教育部长起草了一个报告，后称《布尔报
告》，提出了终身教育和大教育。既然是终身教育，则不以一次
考试的成败论英雄。须知，人生是五彩缤纷的，有的人“少年早
慧”，有的人“大器晚成”，都是人才，为何要厚此薄彼呢？既然
是大教育，就不应当只盯着课本和分数。天地是广阔的，广阔的
天地之间，蕴藏着无限丰富的活知识，为什么一定要以课本知识
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呢？因而，观念的转变势在必行。

好学生家长宠，老师夸，感情投资顺理成章；对有缺点的学
生，尤其是“笨”学生，我们的感情投资就显得吝啬了。对待学生
的感情问题，实质上是个师德问题，是个对民族的未来是否负责



的问题。鉴于此，我们在面向全体学生，施以“博爱”的同时，应
当把爱的甘露多分一点儿给“笨”学生。

高考成绩中平均分高，及格率高自然皆大欢喜，不过完全以
此为度来评价一个教师是很不科学的，也有失公允。我们语文教
师在种种重压下搞教育真是又苦又累又压抑。面对此境，一方面
我们要有勇气摒弃题海战术，摒弃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种种不当手
段，以“准、实、活、新”的教学态度来培养跨世纪人才。另一方
面要认真搞教学科研，向科研求质量找方法。

经过近二十年的困惑和探索之后，我初步寻觅到了在语文教
育中如何搞素质教育的方法，称之为“语文四化”，即，“现代文
教学：三阶九步自动化”；“文言文教学：多读积累立体化”；“作文
教学：三文同步系列化”；“基础知识教学：主要基础知识工程化”。

现在将“语文四化”的具体内容分述如下：

一、现代文教学：“三阶九步自动化”

什么是“三阶九步自动化”呢？

所谓“三阶”，就是每一单元、每一课包含的知识和应达到的
能力，由低到高，上三个台阶。第一台阶，要求学生弄清“写什
么”。第二台阶，要求学生弄懂“是怎么写的”。第三台阶，要求
学生深究“为什么要这样写”。

为了帮助学生上好这三个台阶，分九步登上。第一台阶包含
三步：自读、自查（查工具书）、自测。第二台阶包含三步：互
问、互研、互答。第三台阶也包含三步：激疑、质疑、答疑。

最后用客观题和主观题综合测试、评估学生一个单元的知识
和能力水平。增大信息量，增强干扰性。训练思维的灵活性。

具体说来，第一台阶包含的内容是：①单元启发报告。先让
学生自读“单元基础知识”，教师对重点作扼要讲解，适当补充必
要的内容。然后让学生带着单元要求去读课文，也就是在理论的
指导下读书，用课文的具体材料来印证单元知识所讲的理论，目

２ 教耕足痕



的是训练学生读同一类型的文章，做到“举一反三”。②自读课
文，了解梗概，这一环节，可将快速阅读训练插入。检查学生阅
读的速度和效率。可以指名学生口述内容梗概，也可搞一些检测
题以检查阅读效果。③自查工具书，解决字词句的疑难。最好每
个学生备一本《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台阶上，要训练学生学会抓住不同文体的重点。散文重
点是线索，形散神聚。记叙性散文要特别注意文章的抒情和议
论，抒情性散文要特别注意蕴含在字里行间的寓意；小说的重点
是线索、情节、人物、环境。而其中的人物是要素中的要素，这
也是小说与一般记叙文的重要区别；复杂记叙文的重点是事件的
经过或人物的主要事迹；说明文的重点是说明对象的特性、构
造、流程、关系等；议论文的重点是中心论点和分论点。有的文
章将中心论点融入论证中，更需要细心阅读，进行归纳。分论点
多数摆在自然段的开头；诗歌的重点是通过什么样的人、事、
物、景，抒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戏剧的重点是情节、冲突、
人物；应用文的重点是格式、规范用语、注意事项。

第二台阶包含的内容是：①开头与结尾有什么特点。总的说
是“凤头”、“豹尾”，分开来说各类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一定的
格式与规律可循。虽说“文无定法”，但学生须先有“定法”而后方
可“无定法”。②何处有过渡与照应。③作者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寻觅作者的思路，就是要求学生把自己视为作者，设身处地去
看、去想、去表达，这样，让学生产生共鸣，对作品的理解才会
有一定深度，收益也就非同一般了。④重要的语段是哪些。⑤作
者炼字举例。特别是一些动词的运用，必须认真推敲。久而久
之，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时对动词的使用就会敏感，绘声、绘形、
抒情、议论才会准确、生动、富有感染力。⑥举例分析句式的选
择与锤炼。⑦全文的结构有何特点。要能正确理解文章的结构，
至关重要之点是找准作者思路的停顿与转换，否则在分段时就不
可能准确。⑧修辞的辨识与效果。⑨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散文
要掌握其形、神是什么，文章是怎么样做到形散神聚的；小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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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析作者是怎么样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只有肖像
描写、行动描写（包括细节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四种，但
作家在运用时气象万千，色彩纷呈，可学的东西就极其丰富了；
复杂记叙文要能分析作者是怎样围绕中心取材、剪裁的，怎样立
意的，怎样条理清楚的。立意，尤其关键。同样一个材料，由于
立意不同，写出来的文章效果会相差甚远；议论文要能分析作者
是怎样提中心论点的，全文运用了什么论证结构和论证方法，是
怎样运用的；说明文主要能辨识其说明顺序和方法，作者是怎样
抓说明对象的特征的；诗歌要体味其意境、炼字和韵律；戏剧要
能分析其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和个性化的语言；应用文要掌握作
者在哪几个方面为我们写作提供了示范。

第三台阶包含的内容是：①作者是怎样提炼与确定中心思想
的。提炼中心思想的过程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
的思维过程。若有可能，给学生介绍一些作家写作某篇文章的创
作过程，让学生窥其堂室之秘，对写作是大有裨益的。②作者为
什么要选择这个角度来写，如果你来写该怎么办？角度的选择，
代表了作者的思想水平、政治理论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审美情
趣等。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去看，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正所
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③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
结构方式？章法，代表了作者思维的清晰度。思维混乱，落笔成
文必然不知所云。④为什么要选用这些表现手法？或隐晦含蓄，
或曲径通幽，或直抒胸臆，或简约浓缩，都可以写成好文章。其
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是与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的创作历程、作
者的创作风格等有密切关系的。学生明乎此，可找到分析这类问
题的钥匙。⑤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言风格？或淡雅素净，或形同
口语，或浓墨重彩，或华丽多姿，其语言风格都可供学习。不过
青年学生写作还是先走“华丽”之路，然后逐渐走向平实、质朴。
如果一开始就要求其朴素，结果就会语言苍白、寒碜。⑥这篇文
章是否有白璧微瑕之处？这样做是破除迷信，训练学生的批判思
维。敢质疑，才可能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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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九步自动化”中的“三阶九步”有了层递性，由浅入深，
由低到高，“三阶九步”有一条主线将它们串成一体，这主线就是
“听、说、读、写”。

从第二、三台阶的六步（互问、互研、互答；激疑、质疑、
答疑）开始，就以“听”、“说”、“读”、“写”为主要线索，将这六
步串起来。

“听”的训练包含这样一些内容：

１．听话的态度。要求做到专注、虚怀若谷，眼睛注视对方的
面部，不随便打断对方的发言。

２．能抓住对方谈话的主旨，重要的原话要能不走样地复述。
尤其是当对方说话比较含蓄，或意犹未尽时，要能琢磨出其谈话
的意思。

３．如果对对方的提问或谈话没有听清楚，要用礼貌语言请其
重说一遍。

４．听完话后要能根据对方的要求，较快地想出回答的要点。
“说”的训练包含这样一些内容：

１．说话的神态要自然、大方。必要时辅以手势，根据说话内
容的重要性，面部表情要有适当变化。

２．说话的语句要清晰、连贯、得体。

３．说话的主旨要明确。话有时可以含蓄一点，但不等于含糊
不清。

４．说话的语速要适当。一般来说，多数情况下采取中速
为宜。

５．说话的音量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对象，有效控制。目前学
生回答问题多数音量偏小，因为怕说错，要鼓励学生大胆说，说
错了不挨批评。

６．能提出一个有质量的问题，说明钻研的水平已较高，因
此，提问应该在钻研之后，而不要不动脑筋，草率发问。不会提
问，则说明没有深入进去。

７．鼓励学生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

５语文“四化”与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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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坚持说普通话。
“读”的训练前面已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现在补充一些内容：
“三阶九步自动化”是指导学生自读、自学的方案。是“教是

为了不教”的方案，是对学生进行语文素质教育的方案。因此，
在阅读训练中，要对学生进行阅读心理训练。可以用十六个字来
概括：潜心投入，信心十足，乐此不疲，信息广收。也就是说阅
读时首要的是潜心投入，那种精神涣散、心猿意马的状态，是根
本读不好书的。阅读材料有深有浅，有难有易，不论面对何种材
料，先做心理暗示：我一定要把它读懂，我一定能把它读懂。养
成习惯，一天不读书就若有所失的样子，津津有味地读书（包括
理论文章、科技说明文等在内），就能获得广泛的信息，由于信
息广，在工作、生活中尝到甜头，反过来又激发起读书的兴趣。
要求学生逐步熟悉现代文阅读的要求。这些要求，在高考“考试
说明”已明确指出。阅读水平的提高不全是为了应付高考，主要
是交给学生一件终生受用的法宝。

训练学生掌握阅读的方法，十分必要。其方法主要有：①整
体阅读、整体认知；②重视语境，增强语感；③扩大视野，瞻前
顾后。

“整体阅读，整体认知”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

１．注重整体把握主旨，先不在一字一句上纠缠。以往归纳中
心思想总在学习、分析内容之后，而现在要求学生读完课文后就
要抓住其大意和主旨。

２．抓中心句、关键句；文章要越读越短。记叙性文章（包括
通讯、报告文学、记叙性散文、小说等）主要抓住它的主要事件、
重要景点、主要情节；说明性文章，主要抓说明对象的特征、构
造、工艺流程、生活习性、分类情况、用途价值等；议论性文
章，主要抓各个分论点和主要论据。这样文章就能读短了。

３．掌握一篇文章的内容和写作特点，应该是由大到小，而不
是像过去那样由小到大。也就是说，篇→段（句群）→句→短语→
词→字；而不是字→词→短语→句→段（或句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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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阅读时要合成认知，一个句子（包括单句、复句）一个句子
地读，一个句群一个句群地读，切不要先去理解词义，然后再构
成句子，理解句意。要一步到位。

“重视语境，增强语感”又包含哪些内容呢？

１．一定要牢固树立“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
离篇”的观念。

２．语感的形成应以语法知识为骨架。对复杂的单句要能迅速
抓住主、谓、宾；对复句和句群，要能较迅速地抓住第一层的切
分处及其关系。

３．语感的形成与心灵感应互为表里。在阅读时作者所表达的
喜、怒、哀、乐要能很好地感染、说服读者，作者的真情和技巧
固然重要，但读者的心灵感应亦不可少，如果读者采取木然的态
度，是读不好优秀篇章的。

４．语感的形成应以生活为基础。学生的生活基本上是“两点
一线”，但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利用节假日接触生活，初识社会
也是可以办到的。有了生活做基础，阅读时感受才会比较深。

５．语感的形成以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为依托。阅读，吸收信
息，增加知识；反过来，知识越多、越深，阅读的速度不仅可以
加快，阅读的质量也可以提高。

“扩大视野，瞻前顾后”又包含哪些内容呢？

１．一个词、一个句子的理解往往要瞻前顾后才能得出正确结
论。孤立看待词和句，其理解常常会出错，死记词典上的解释更
不可取。当然，通过查字（词）典对词意确切掌握是必不可少的，
不能因为要灵活理解而对词义的解释就马虎对待。

２．指代的内容，一般在前面。有的比较靠近，而有的距离较
远。不论多远，只要回溯寻找，总是可以找到的。

３．对某些句子的理解，往往有四个选项。只有一个选项是有
用信息，其余三项是干扰信息。干扰信息的来源一般有两个：一
是来自阅读材料本身，但不是理解该句所需的。二是来自阅读材
料之外的干扰信息，可以首先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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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隐含信息的理解，必须前后顾及，甚至涉及写作背景和
作者创作的动机、作者思想发展的历程。

本教改实验遵循三条原则，正确处理四种矛盾。三条原则
是：内驱力原则、量力性原则、迁移原则。四种矛盾是：教与学
的矛盾、讲与练的矛盾、读与写的矛盾、语文知识分散学习与系
统掌握的矛盾。

“三阶九步自动化”教改方案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提高学生的
自觉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中差学校、中差学生通过实
验，在原有基础上较大面积、较大幅度地提高语文水平。换言
之，该教改方案是一个“学法”的教改方案。

“三阶九步自动化”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矛盾论、系统论。
学生通过阅读实践，亲身体验阅读的阶段性———由浅入深，由表
及里，由此及彼，从而获取有关的语文知识。“三阶九步”之间是
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根据不同的文体、不同目的的要求，学生要
逐步学会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走完“三阶九步”的过程
也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三阶九步”是一个较大的系统，其
中又有若干子系统，根据子系统之和大于母系统的原理，学生在
自学过程中搞清楚了“三阶”的内容，他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就比
各个“原件”之和多而强。

“三阶九步自动化”的优越性主要有三条：
第一，兼容性。学生在运用这个教改方案自学时，还可将高

效阅读，六课型单元教学法，读读议议讲讲练练等教改方案的优
点吸收进来。总之，该教改方案具有“海不择百川，故能成其大，
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的度量。

第二，实效性。学生认真按此教改方案去做，定能收到较好
效果。仅以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８年高考为例，我与另一位教师相配合，
语文取得了昆明市官渡区第一的好成绩。此教改方案还荣幸入选
中央教科所、人民出版社主编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
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编纂的《中国教育大典》。
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此教改方案的反应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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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可操作性。学生只要懂得了该教改方案的内容后，操
作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它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水平的
学生，具有普遍性。这也是我多年来苦苦追寻的目标。

二、文言文教学：“多读积累立体化”

读，是语文学科的特点，尤其是文言文，更需要多读。因
此，文言文教学的基本做法是：“熟读背诵，以点带面；课外阅
读，整体理解；利用成语，积累实词”。

为了强调读，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强化训练：

１．文言课文无需预习，到了课堂上，打开课本先齐读一遍，
如果句读读得正确，说明阅读文言文的水平已差强人意。如“五
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句相当长，
中间必作逻辑停顿。又如“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一句中，
“今”字之后须稍顿。“地”和“方”之间亦需顿开。学生初读必然有
停顿不妥之处，或当下指出，重读，或读完后再指瑕。再读第二
遍时，就明显好转。读完两遍后，让学生转述课文大意，考查学
生对课文内容了解的程度。

２．要求背诵的课文，一定要背。而且要求必须背到１００分才
算过关。错、漏、增一字扣一分，掉一句话则按字数多少，扣
分。把每班编成若干小组，互相督促，若有一人不过关，全组学
生均要承担责任，这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课文或不要求
背诵的课文要熟读。怎样检查学生的熟读程度呢？总的说来就是
“慢读作同步翻译，限时快读以增强语感”。

所谓“慢读作同步翻译”，就是在慢读的同时，脑子里同时将
文言译成现代文，如果卡了壳，就赶快看注释。这可防止“小和
尚念经，有口无心”的弊端。

所谓“限时快读以增强语感”，就是规定某篇某段用多少时间
朗读完。例如《游褒禅山记》限２分１５秒读完，《季氏将伐颛臾》用

５８秒读完。一限时，就完全看出学生平时是否下工夫读过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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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课时碰到某个实词，我就背出一句以往课文中学过
的句子，要求学生说出此句出自哪一课。

由于经常这样做，学生有一定的压力和动力，他们就会经常
读文言文。能背诵若干篇（段），才有可能驾驭未曾见过的“浅易
文言文”。

３．不仅道理上搞清，更重要的是积累比较。如讲文言文句式
中的定语后置时，先让学生了解，现代汉语里定语大多数情况
下，摆在中心词之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定语才摆在中心词之
后，中心词与定语之间用逗号隔开。如“苹果，红红的”，“河水，
清清的”。而在古汉语里，定语后置就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了。
把学过的定语后置句归纳起来，大概有：“马之千里者”（《马
说》），“求人可使报秦者”（《廉蔺列传》），“人马蹈藉死者”（《赤壁
之战》），“石之铿然有声者”（《石钟山记》），“缙绅而能不易其志
者”（《五人墓碑记》），“雁荡具体面微者”（《雁荡山》），“村中少年
好事者”（《促织》），等等。学生看到这些句子，思考比较，翻译，
把定语调到中心词之前。这样定语后置的掌握就比较牢固了。

４．学习文言文，掌握一定数量的文言实词是必要的。课本列
出的文言实词共３４３个。我觉得要想比较顺畅地读一篇陌生的文
言文，掌握的实词量可分四级：一级４００个左右；二级６００个左
右；三级８００个左右；四级９００～１１００个左右。掌握文言实词的
方法除记住现代汉语中已不使用的义项，或很少使用的义项外，
根本之法就是熟读成语，形成较强的语感，常言道：“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这是一条宝贵经验，可惜我们在以
往的文言文教学中重视得不够。

５．汉语成语中的许多语素，就是学生应当掌握的文言实词。
因此，我们选了３５００多个成语，对其中的重要语素作了解释，
让学生从中积累实词。讲课时，我常说这个实词在某个成语中还
在使用。如素

獉
昧平生（平素，一向），千秋

獉
功业（年），大动干戈

獉獉
（武器）等等。

在实词教学中适当引用文字学初步知识，利用字形结构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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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解常用实词的本义，便于以简驭繁地掌握其引申义、比
喻义。

６．对某个句义的理解，孤立地看，容易出错，只有从整体去
理解，才能得出正确答案。如“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
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无丑不
能，无恶不知。丑不能，恶不知，病矣；不丑不能，不恶不知，
尚矣。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於贤者乎？”从整段文意
看，它先强调指出人各有其短，然后告诉读者如何对待这种短，
就是“不以之为丑，不以之为恶”。如果不从整体去理解把握，
“无丑不能，无恶不知”就难以解释清楚。

课外再选一二百个段子，学生自读，检查课内知识的迁移情
况，提高阅读能力。尤其要培养学生整体阅读的能力，不要只满
足于个别实词、虚词的解释，否则，文言文教学就不能算合乎
要求。

常用的虚词３２个，以课本为准。虚词的掌握可以用三种办
法：第一种，记住特殊意义和用法，一般的用法在中学六年的学
习中已掌握，只要读过去，了解即可。第二种，要经常翻阅，把
课本上的四组虚词当作虚词小词典。最好是一个义项和用法记住
一个例子。第三种，熟读背诵课文，在语境中理解掌握虚词。

常见文言特殊句式四类：判断句、省略句、倒装句、被动
句。还要充分注意文言复句。文言文中的复句多作“意合法”，采
用“形合法”的较少。

通假字１００个左右。其中有２０个是必须牢记的，因为古今音
变，若用同音通假是很难找到“本字”的，如“欲信大义于天下”
（《隆中对》）中“信”（ｘìｎ）通“伸”（ｓｈēｎ），“今殴民而归之农”（《论积
贮疏》）中的“殴”（ōｕ）通“驱”（ｑū）。这类通假字既不同音也不完全
同形，若不是平日掌握了，是不可能找出“本字”的。

通过实词、虚词、句法、修辞等知识的掌握，心中装着近百
篇古文，几百个段子，学生在某个时候（最好在高二结束时）产生
一次飞跃，豁然开朗，初步达到立体地懂。这样，文言文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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