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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1月，我从省一级重点中学迈进了省属重点高校，从一个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转型为语文课程
与教学论的教授，从一名语文教育硕士成长为教育学硕士、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硕士、语文教育硕士的
导师。
在旁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脱胎换骨，但我心知肚明，我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我的追求也一如既往，
那就是通过我的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学生在精彩的语文生活中健康地成长。
　　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才，也没什么大志，就喜欢在课堂上耍一点小聪明，搞一点小创新，从集体作
文教学、互动作文教学，到研究性阅读教学、体验性阅读教学，我试图通过“一课一招”，努力把自
己的课堂变得像个乐园，让学生在我的课堂里获得快乐与幸福。
我相信，我确实带给了学生一缕阳光，一丝笑容；我也相信，学生在我的课堂里寻找到了创造的情趣
，而我也在学生的学习中品味到了青春的气息。
这也正是我热爱语文，热爱课堂教学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离开中学学堂，走上大学讲坛，自然有厌倦了应试教育的成分，也有寻找个人发展的动因
，但更主要的是，我发现仅凭我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改变语文教学的现实，只有更多的教师加入语
文教学创新的队伍，使每一个课堂都具有智慧的生成，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语文的因素，每一个学生都
能享受精彩的语文生活，中国的语文教学才能真正迎来希望的春天。
而成为一名师范大学的教师，就有可能将自己的经验、思考与成果传递给未来的教师，就有条件去影
响更多的语文教师。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走向铺满鲜花与荆棘的大学之路。
　　我努力地教书，努力地写书，努力地改变着今天的教师和未来的教师。
虽然我知道作为一名普通的教授，我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说让未来的教师知
道，语文教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让今天的语文教师了解，教科书还有另外的教法。
于是，就有了《课堂教学创新论》、《语文体验型教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语文教学技
能训练》等专著与教材的问世，也有了“文感”及“文感教学”理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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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期的语文教学讨论大都是围绕教学内容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再单单面临“教什么的
问题”，更要重视的是“怎么教”的问题，形式与内容是一对辩证的概念，存在着辩证的利害关系，
内容对形式不只是具有决定作用，而形式对内容也不只是起到展现的作用，两者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
关系，这是需要我们教育者引起对教学形式重视的前提。
语文教学需要探索并尝试新的教学形式，为其注入新鲜的生命力，如短信艺术介入作文教学实验研究
、“表演法”、“声教法”、“故事法”、“留空法”、“读注法”等形式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都
是具有创新意义及实践意义的尝试，新语文教学形式必将走向多元化、多样化、灵活化的发展方向，
而不再是单一的、固定的。
　　协同思想是现代系统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由原西德斯图加特大学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所
创立。
这种新兴的现代科学方法论与耗散结构、突变论一起被称作是继“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
论）之后的“新三论”。
协同思想作为当代的一种核心理论越来越被广泛运用到各学科中去，因而被公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以
来出现的一门跨学科研究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横断学科。
协同学所反映的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断发展与演化的机制，运用其理论可以研究新语文教学中产
生的有序和无序间变化的现象，借鉴自组织理论努力使语文教学过程产生协同效应，使整体结构进行
协同运作，并通过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促进教学系统内部诸要素非线性协调与交互作用，从而减少或
消除因不协调而产生的内耗。
意在完善语文能力培养的同时，使语文教学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结构的教学模式，因此将这种科学方法
论运用于语文教学，意义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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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文教师：让新课程走进新课堂　　第二节 现实之痛——教师话语权的滥用与话语的缺
失　　自2001年语文新课程标准出台以来，至今已逾八年，我们虽不能说中小学课堂教学没有丝毫的
改观，但确实少见起色。
　　一、现状令人担忧　　新课改的理念在教师口中念念有词，但是语文课堂教学上的问题依然比比
皆是。
　　（一）过分注重课堂纪律　　有些语文课堂上，还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比比谁坐得最好”。
上课伊始，教室里鸦雀无声，教师站在讲台中央，环视教室一周，然后微笑着说：“第几组的同学坐
得最端正，最有精神。
”顿时其他学生像得到了一种感应，于是整个教室里的学生个个腰板笔直，正襟端坐。
临近下课，师生又投入极大的热情来评比本节课最守纪律个人和最守纪律小组。
当然，这种现象虽然已不多见，且只出现在低年级的课堂上，但是，并未彻底消失。
试想，在这种“严格”的课堂纪律约束之下，学生们欲动不敢，躯体已被禁锢了；欲言不能，思维也
随之被禁锢了，一节课下来可谓是身心劳累。
难道语文课的乐趣就是“比比谁坐得最端正”“谁最守纪律”吗？
　　（二）教师垄断课堂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以人为本，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教师只是课堂的参与
者、组织者、引领者。
换言之，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参与，也就是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使全体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去。
但是现实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到如今还是有不少的教学，教师是绝对权威，对课本的理解分析都是以老师的答案为标准，甚至作文
也按照老师的思路来套，学生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自己创造，课堂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又剥夺了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
难怪乎20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先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向来的国文课，只有教师的活动力
，没有学生的活动力；只有教师的教授，没有学生的学习，这实是国文教学失败的总原因。
”　　（三）过分推崇“标准”　　我们需要标准，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教师放弃了课程标准，而
对标准答案、标准教参情有独钟，课堂教学成了寻找标准答案的过程，无论学生语文学习的过程如何
的精彩，只要没能回答出教师（实乃教辅）预设的标准答案，便心中郁结，闷闷不乐。
教师的教学以教材为准则，对问题的回答也以标准答案为依据。
有别于这些所谓的标准的，重则一概否定，轻则虽然表示一定程度上的赞同，但还是会把标准或多或
少地陈述出来，美其名日供学生参考，实质上却是希望学生掌握供参考的标准。
由于过分地迷信标准，导致出现“雪化了是‘水’对，是‘春天’错”这样令语文教学悲哀的事，这
不得不引起教育人士的深度反思。
　　（四）压抑学生说话　　心理学告诉我们，自由能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该营造一个自由的空间，放手让学生说话，说自己的话。
可是不少的语文课堂，学生还只是可怜的倾听者，鲜有说话的机会；即使是发言，也并非是他们自己
的言语。
不少学生在回答教师的问题之前，往往先揣摩教师的心思，想教师之所想，答教师之所问，自己的言
语被束缚，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也被限制。
这样的课堂，连学生的话语权都被深深压抑，更别说让学生们展示其他方面的能力，发展其他方面的
素质了。
　　（五）抹杀学生质疑　　《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于是乎，在语文课堂上，教师们大兴质疑之风，审题、初读、精读、总结各个教学环节，几乎都能
看到教师引导学生大胆质疑，学生们兴致似乎也很高，思维活跃，大大小小的问题提了不少。
但是，教师又是如何对待学生们的这些质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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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教师虽对学生的质疑频频点头，末了，却将学生所提问题弃之一边，“抛”出了自己备课
时精心设计的问题让学生讨论。
这种表面上鼓励学生质疑，实质将学生们的质疑弃之一边的做法，不知到底体现了什么理念，更不知
学生是否享受到语文课堂中主体应有的权利和乐趣。
　　（六）忽视学生创新　　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课文的过程，实质是对文章的一个“再创造”的
过程。
具有不同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的学生，在读同一课文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悟。
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答案，允许学生个性的张扬，让学生充分思考，各抒己
见，大胆创新。
可是，在考试的重压下，教师们还是不敢让学生真正的各抒己见，即使在课堂上允许，最终还是会附
加说明，“课堂上讨论可以，但是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能这样写”。
既然学生独特的思维并未得到很大的赞同，那么，学生自然逐渐失去思考的兴趣，创新能力也就自然
不能得到相应的发展。
　　二、话语权问题显著　　综观以上种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教师话语权的滥用以及师
生话语的缺失。
　　（一）话语权　　所谓话语权是指一个人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个性、思想与愿望以及对外界事
物褒贬臧否的权利。
话语权不但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也代表着一个人的政治权和经济权。
可以说拥有话语权，实际上等于拥有了决定权、主宰权。
从心理层面说，话语权是一个人自我满足、自我实现和自我宣泄、自我解脱的重要途径。
一个为外界剥夺了话语权的人会被逼疯，而一个自我剥夺话语权的人会走向封闭，严重丧失话语权就
意味着空虚或死亡。
因此，话语权也体现为一个人的生存权。
斯巴达克斯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里的“自由”，本质上就是奴隶们所要争取的话
语权；我们今天对犯人所采取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判决，实际上也就是剥夺这个人的话语权——一种比
肉体惩罚更为严厉的精神惩罚。
在我们今天这个民主的国度里，政治与经济上的话语权已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分享，但在一些特
殊的领域，仍然出现少数人霸持话语权的现象，他们的言语就是金科玉律，他们的决定至高无上，谁
如果忤逆了他们的意志，就容易被斥为异端，而招致猛烈的打击。
在我们教育界，教师便持有这样的话语霸权，任何一个教师都有权说这个学生好，也有权说那个学生
坏，这几乎已成为痼疾。
　　（二）语文课堂中的话语权问题　　别的不提，就拿语文课堂教学而言，教师几乎无一例外地要
求学生正襟危坐，认真记录，最多教师问什么，学生答什么，如果学生的回答暗合教师预设的答案，
就会得到廉价的表扬，一旦答出格了（即使很有创意），轻则得到否定评价，重则遭来一顿奚落甚至
臭骂。
一些公开课上，教师也允许学生提问，或者请他们发表意见，但教师总是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千方百
计将学生的话语控制在自己能够驾驭的范围内。
教师们津津乐道地点拨引导，常常成为固化学生思想的重要手段，即通过所谓的点拨将学生的思考诱
导到自己既定的轨道上来。
他们对学生的尊严或选择熟视无睹，对学生富有创意的见解不以为然，对学生的奇思异想表示愤怒。
有为数不少的教师特别反感学生插嘴，一则学生插嘴会打乱自己的思路，二则插嘴的内容常令教师防
不胜防，说穿了，学生的插嘴是对教师话语权的公然挑衅。
这样的课堂话语权现状，实在是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较为典型的就是产生以下两个副产品。
　　1.副产品之一　　例如有一位在当地被公认为非常优秀的教师，面对一位学生“花木兰凭什么能
在男人堆里混那么久不被人识破，这也太虚假了”的插嘴给予了一大堆的“谆谆教导”：“你的钻研
精神值得肯定，但读书一不能钻牛角尖，二要抓住重点，三要多留意有价值的内容，如果你去研究这
种低俗的、幼稚的、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只会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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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遵守课堂纪律，不要随便插嘴。
”学生在教师的这番教诲后，埋头坐在位置上，羞愧不已，再也不敢发表异见了。
所以，中外教育家都认为在中国的课堂里学生是没有话语权的。
　　由于教师过度地使用了自己的话语权，结果剥夺了学生独立思考的权力，使学生的思想一天比一
天“贫血”，想象一天比一天贫乏。
教师们都抱怨，学生年级越高，越不爱举手发言。
这虽然与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密切相关，但教师自身也是责无旁贷的，长期以来，由于教师独霸讲
台，滥用话语权，已使学生习惯于“顺民”的角色，有几个爱表现的也因挫折感的不断累积而终于“
自我封闭”，变为“沉默的羔羊”。
　　2.副产品之二　　教师滥用话语权还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师生话语的集体缺失。
学生没有话语权造成话语的缺失可以理解，那么独霸话语权的教师为何也会话语缺失呢？
这不能不归罪于“应试教育”的樊篱导致教师语言的严重矮化。
中小学教师慑于各种类型的统考、中考、会考、高考等指挥棒的魔力，对世界感知的兴趣发生了错位
或畸变，他们对最新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不感兴趣，对多姿多彩、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
不加关心，而对教学参考、练习资料及其他教辅读物却情有独钟；他们眼中只有分数，只有排名，只
有“社会声誉”。
有位语文教师公开宣称，大学毕业后的五年中，几乎没读过一本（篇）课文外的中外名著和当代小说
，即使读报刊，也是专门寻找那些适宜于编制阅读试题的文章。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教师视野逐渐变得狭窄，文化品味日显单一，科学素养不断减退。
如此一来，教师在全部的教育过程中只能吃老本，结果，书越教越乏味，越教越觉得不会教。
反映到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我们的教师没有了自己的真实声音，没有了鲜活的思想，没有了个性化的
教学方法。
一切都依靠《教师用书》或其他教学参考资料，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即使课本中明显的舛误，或者
有歧义的地方也不作辨正，反美其名日：以本为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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