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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堂需要在预设中展现其应有的活力，需要在不断揣摩

和深思的前提下生成其中的精彩。余文森教授认为：“生成表

现在课堂上，指的是师生教学活动离开或超越了原有的思路和教

案；表现在结果上，指的是学生获得了非预期的发展。”从预

设的角度来分析课堂的建构，能对活化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过

程和深化教学方法起到一定的内化推动作用，能够为学生提供丰

富多彩的语用知识和技能。多给课堂预设，定能有利于学生在

妙趣横生的语文世界中发现精彩，定能有利于他们在深度解读和

深入合作中探出不一样的奇妙世界。

1　搭建桥梁，深化理解

教学过程是一种师生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发挥

着组织者、引导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他们引导学生“与客观世

界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并通过对话构建课堂认

知关系、人际关系和自我反思关系，进而发展认知与社会能

力、获得各种情感体验。而教师在课堂中的引导作用很大一部分

体现在当课堂中出现与预设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下，教师如何去引

导学生思考，生成有价值的内容，完成教学目标，对学生的成长

提升有所帮助。

语文课堂上的预设都是为了能够让学生带着一定的问题进行

深入思考，都是为了能够帮助学生在聚焦问题中发现更多的破解

策略。有意为学生搭建桥梁，多给学生相应的提示，定能有利于

学生在主动开阔眼界和思维中产生丰富的方法。搭建桥梁设疑，

能够使得学生在聚焦疑难要点中形成多样化感触。教师有意为学

生搭建桥梁，便于学生在聚焦问题中有的放矢思考和探知。

在学习《雨巷》中，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直观的感受理解“丁

香花”哀怨哀愁这样的意象，我给他们介绍了2004年网络歌曲《丁

香花》的创作背景，同时播放了歌曲。我想，这样悲伤的故事加

上哀怨的曲调，学生应该是可以感受到丁香花这样忧愁的意象了

吧。没想到学生根本“不买账”，随着歌曲MV最后的爆炸声，学

生竟然哄堂大笑。于是，我快速在黑板上写下“青鸟不传云外信，

丁香空结雨中愁”“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同学们

立马发现“丁香”与“愁”的关系，“这样我就奇怪了，刚刚你们

为什么要笑呢？”大部分学生低着头不说话。

当然，我的追问多多少少表达当时的不满与责备。课后仔细

想想，课堂中这一“预设”与“生成”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思

考。选择的内容，例如《丁香花》是否能够与现在的学生产生共

鸣，是否能够对学生起到启迪作用。不过，课堂中，当预设问题

没办法完成时，能够为学生搭建桥梁帮助学生在把握疑难要点的

前提下生成独特理解，有利于其形成多样化的感思。结合学生学

习能力差异，多给学生提供相应的指点，便于他们在带着问题深

入思考中能明确理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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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错就错”，深入探知

新课改倡导“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为课堂教学

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教学“不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学生，而是

旨在创造一种消除教学中一切主导与从属、控制与被控制、压

迫与被压迫新的教学哲学……超越了“主导文化”以及相应的

“缄默文化”，走向“关系文化”以及相应的“对话文化”。

因此，理想的课堂应该是民主、平等的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

教师在课前精心预设问题是为了最优化的教学，而课堂中生成的

问题能够得到良好的引导、解决，才是真正的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课堂。

预设是为了更好探知问题，是为了更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和协作探知的能力。课堂中，出现与预设问题相违背的地方不

如“将错就错”，引领学生在认真阅读和自由协作中思考，不

仅能吸引他们的眼球和注意力，更有利于学生在深入探知的过程

中掌握所学知识。

在《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感知

子路、冉有、公西华以及孔子等人物形象，理解孔子政治理想。教

师不妨采用让学生演绎课本剧的形式，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学

生自编自导课本剧。课前预设的思路主要是围绕“问志”——“言

志”——“评志”——“树志”。其中，“言志”以及“评志”是

本节课的重难点。课前预设课堂由课本剧导入，教师追问“大家

觉得他们演得怎么样？你对谁的表演印象更深刻？为什么？”然

后，教师引导学生进入人物分析环节。预设中应先分析三个弟子，

讲完孔子政治理想后再追问孔子的人物形象。由于在课本剧中孔

子“戏份”较多或者是演孔子的同学表演出色，老师追问“对谁

得表演印象更深刻？”时，学生齐声高喊“孔子”。于是，“将错

就错”先点出孔子大致形象，至于为什么是这个形象，留下空白

悬念，引导学生先思考其他三个弟子的形象。于是，“将错过错”

后，由生成的问题又转化为预设的问题。

结合课程教学重点和难点，以学生为主体，预设学生在阅读

理解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对于课堂中出现与预设问题不一致

的地方，教师要善于“将错就错”将学生引导到预设问题中，有

利于对课堂教学内容的优化，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在聚焦要点中深

入探知重难点。

3　搭建舞台，展示自我

课堂上的预设是为了能够让学生有更多自我展示的机会，是

为了能够让学生在属于自己的平台上更好展示自身的成果。搭建

平台，就是给学生更多自我切磋和学习机会，就是要求学生在尽

情展示和大胆交流中形成多元化的感知，帮助他们从中形成不一

样感触体验。搭建平台，不仅是一种预设，更是学生丰富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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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思维情感的重要载体。

有次在讲《登岳阳楼》的时候，教学目标之一是学生能够

体会诗人困顿的处境，感受诗人痛彻的心情，理解诗人心系天

下的胸怀。备课时，我预设想要达到这一目标，课上我除了可

以给学生介绍杜甫这位诗人以及写诗的背景，引导学生反复读诗

以外，我还可以让学生想象画面，设身处地的感受诗人的处

境。上课的时候按照原先的预设给学生进行讲解。最后，让学

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想象画面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基本是眼睛盯着

诗句一句一句的翻译，完全没有自己的想象，也就很难有惊喜

可言。在另一个班上《登岳阳楼》，同样按照之前预设的思路

进行着教学，由于这个班学生比较“活”，在梳理诗句内容的

时候，有部分学生处于“叽叽喳喳”不听课的状态，面对这

种课堂“意外”，我开始对自己“预设”的教学思路进行调

整。于是我临时决定让出五分钟课堂时间，索性采取了学生演

示的方式，要求学生将自己根据文本想象出来的画面演示出来。

而“凭轩涕泗流”更是被学生演得活灵活现。当然，将这一

内容让学生用演示的方式来呈现，有没有部分学生处于看“热

闹”的状态，有没有完成教学目标，有没有起到启迪开发学生

思维能力的作用都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不过，借助学生表演来丰富教学内容，能够让学生由阅读

者向实践者转变，能够让学生在不断丰富想象思维中形成多元化

的理解，有利于他们产生不一样的感触认知，满足其全面认知

发展需要。教师多给学生搭建平台，有利于其在深入引导探知

的基础上形成更为丰富的感触体验，便于其在真正聚焦问题中产

生多维度感知。突出平台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多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定能使得课堂富有动感，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运用好预设，应在充分了解课程教学知识要点和学

生学习实情的基础上多给学生提供富有导向性的教学方法，让他

们在主动参与课堂教学中形成多样化的感思。苏霍姆林斯基曾

说：“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能预见到课堂的所有细节而在于能根

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妙地在学生不知不觉中做，出相应的变

动。”预设与生成是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教学需要预设，

也更强调生成。总之，教师在充分预设问题的情况下，巧妙机

制的化解生成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围绕课文解读和学习方

法灵活化，多给学生相应的点拨与指导，定能使得课堂教学在

有的放矢地深入探知问题中不断释放无穷的活力与潜能，定能使

得课堂充满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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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听说读写技能的比重问题
英语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培养学生的四项基本技能即听说读

写，这也是教师在进行英语课程设计过程中三维目标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即语言技能。在现实的英语课堂中读写的比重总是高于
听说，专项的阅读课和写作课占据大量英语课的时间，主要有以
下几个原因：第一，英语考试的反拨作用：在众多的英语考试中，
阅读和写作总是占很高的比重，占据很大的分值，而很多考试并
未设置听力技能和口语技能的考察，因此考试对教学的反拨作用
就导致老师注重阅读和写作的教学而忽略了口语和听力的教学；
第二：语言技能自身特点的影响：听力和口语大多都具有即时性
的特点，很难进行重复操练，而阅读和写作不同，在阅读的过程
中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借助上下文进行推理和猜测，而写作也
是可以反复修改的，但这样的操作却无法在听力和口语学习中进
行，因而，阅读和写作相比较而言更加容易操作；第三，学生特
点的影响；中国的学生普遍比较内向，不善于自我表达，多属于
思维严谨的慎思型，也更倾向与阅读和写作的学习。这种现象导
致的结果就是多年以来我们学的英语就是哑巴英语，不敢开口和
英语母语者对话，也不具备和其对话的基本能力。因此在之后的
英语学习中我们侧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这是一大进步。在人
类学习的实践中，吸收总是领先于表达，我们也可以说输入总是
领先于输出。语言的四项基本技能中，听和读属于吸收性的、输
入性的；说和写属于表达性的、输出性的。因此，在外语学习中
听力和阅读应该是先于写作和口语表达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是，我们要平衡这些技能的比重，给与恰当的学习时间，让学
习者实现真正的综合发展。

2　结论
作为外语教师和研究者，我们想要提升英语教学的水平，

必须研究和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对英语学习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予以科学合理的回答。因为科学方法论是对过往经验
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是我们分析问题的依据和参考，也是我们
解决问题的钥匙，利用好科学方法论才能使英语教学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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