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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我们在学语文”，带领着，这不就是“领学语文”

吗？这句话一下子启发了我，也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诧异

的是我从未在他们面前提过这个字眼，他们怎么跟我想到

一块了，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学生内心里的一种需求，还有

什么比学生的需求和认同更有支撑力的呢？所以我才敢提

出这个教学概念，还谈不上理念，也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

法，最近以来我一直努力地在教学上实践着这个想法！

接下来我不想在理论上作出解释和论述，我也缺乏

这样的理论水平，我只结合我的教学实践罗列式的和大

家分享一下！

“领学语文”可分为课上和课下两方面。这两方面我

都分别选二点来介绍。

首先是课上：

一、课堂思考任务的可操作性

课堂思考性任务或提问要有具体的可操作性，这样

才能达到“领学”的效果。有位特级教师在讲《愚公移

山》时，在让学生熟悉课文这个环节，给学生的任务不

是像我们通常那样说：“同学们你们先花二分钟把课文读

一下，熟悉一下课文。”而是给学生布置了这样一个任

务：“请同学们初读课文，从文中找出一个”移山”的近

义词。”然后学生通过读课文就能找到“平险”这个词。

通过找词这个过程就完成了熟悉课文这个学习任务。而

找词这个学习任务就比前面说的要具体，学生可操性也

强得多。

再如某位老师在《天上的街市》优质课中，提问：

“从诗中找出一个频率最高的词，看这个词在表达作者

思想感情上有什么作用？”学生经过思考就能找出那个

高频率、表正在进行时态的“着”字，这个“着”字表

明，天上的这一切美好事物正存在着进行着发生着，从

而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笃信和向往！老师的这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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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就不是泛泛地让学生说课文是怎么表现作者的思想感

情的，这就体现了课堂任务或提问的具体可操作性！

再说到我自己，我在讲《狼》一课时，在熟悉课文

这个环节，我从网上搜集了上十张《狼》的连环画，让

学生从课本中找相应的句子给画配文。学生很有兴趣也

很轻松地熟悉了课文。这个任务就比只笼统的要学生读

课本熟悉课文要具体可操得多，效果也不一样。

具体可操的课堂任务或提问，这是课堂领学之一。

二、开展课堂活动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让课堂玩转起来，达到

在活动中领学的效果。关于玩乐中学习，活动中益智，

这个理论支撑就不用多说了。而且很多老师也在这样做。

我这里也分享几例我开展的课堂活动。

如讲《咏雪》，开展画人物关系图的活动。《咏雪》

篇幅虽短，但其中涉及的人物很多，关系也较复杂，好

在课下注释也较详细。我在教这课时没有机械枯燥地串

讲课文，而是让学生在看注释的基础上画出人物关系图，

学生一边画老师一边指导，经几个轮回的修改，就有学

生画出了完美的人物关系图。图示如下：

谢安 ---- 謝据 ---- 谢奕 ---- 王羲之

谢朗 ---- 谢道韫 ---- 王凝之

通过用时十分钟的画图活动，既完成了疏通文字熟

悉内容的教学任务，也锻炼了学生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的

逻辑思维能力，而且也避免了课堂上老师串讲课文的沉

闷枯燥。

又如在讲《陈太丘与友人期》时我就只通过三个课

堂活动，完成了该篇课文的教学，没有其它任何讲解。

这三个活动是：

1.”抓特务”活动。也就是排查译文中重要字词貌

似翻译通了，但其实没有准确落实的地方。我在屏幕上

打出问题译文，让大家观察抢答，看谁又快又准。这一

活动既检查了预习课文文字疏通环节，又强调了句子翻

译准确落实字词的重要性，为考试中句子翻译题的评分

标准作了准备！

2. 用武汉方言白话演诵课文活动。这一环节是为了

强化课文翻译。由于直接翻译课文太单调，采用这一活

动形式，同学们兴趣一下被提起来，课堂上哄堂大笑，

气氛十分活跃！在欢笑声中同学们更加熟悉了课文！

3. 辩论赛活动。围绕“元方弃之不顾的行为是否无

礼”这个辩题展开辩论。采用这一种活动形式，既满足

了这个年龄学生的好胜心和表达欲，又在辩论中加深了

对课文的理解，也培养了学生正确的处世观念。

再如，在讲《走一步，再走一步》时，我借用了央

视节目“说出你的故事”的形式，学生在台上争着当记

者当嘉宾当主持人，而要想演好这些角色，必须充分熟

悉和理解课文，大家在下面都在紧张地准备，看课文也

十分专注认真。这样通过课堂活动的形式领着学生自主

理解课文，比老师辛苦地老旧教法效果自然要好许多。

这就是课堂领学语文。

再来谈课下。课下领学语文包括很多方面。这里也

只谈二点：

4. 布置作业。“领学语文”要求布置具有趣味性和挑

战性的作业。这其中的道理不用多说。当然趣味性挑战

性并不等于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它仍然是教学内容的同

步作业。比如在读课内名著《骆驼祥子》《海底两万里》

时，我要求学生用章回体小说标题的形式来拟标题，在

学完《邓稼轩》之后我布置了一个颁奖词的作业。在学

完《皇帝的新装》后，我让学生用其它体裁改写课文，

有同学把它改写成一首叙事诗，十分有趣。学生在完成

这些作业时积极性非常高，他们每个人都认真对待，交上

来的作业质量上乘，令人惊喜。下面呈上样本供欣赏！这

就是趣味性挑战性的作业所起到的领学语文的效果！

5. 布置一些比赛性、娱乐性强的课外学习任务，学

生完成后课上展示。如去年国庆期间，我让学生以“我

和我的祖国”为题制作一个视频作文，学生的热情很高，

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当然在学生制作的过程中，我也

在跟随指导，即时修正，领着他们不断地完善视频作文。

另外，我还让学生排练古诗词飞花令比赛，准备经

典散文背诵大赛，语文才艺星光大道等。这些课外娱乐

性学习任务，都是在老师的引领下学生愉快的自主完成，

学生的各项语文素养都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发展。这就是

“领学语文”这一想法的体现和诠释！

三、课外读书，请放过我们的孩子

关于课外读书，古往今来很多大家们都有精辟的

论断。古人曾经强调，读书要“读闲书，闲读书，读书

闲”。这可以说是道出了读书的真谛。

首先，这其中的“读闲书”就是一个书籍的的选择

的问题。读什么书，其实是不应该被规定的。总有些家

长要问老师推荐书，这其实是急功近利想走捷径的心态，

那意思是说，老师推荐的书一定是最有效率，最有用。

我们一些老师也喜欢当导师，自以为是的给学生开一些

书目。其实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书籍的选择应该把权利

还给孩子，是孩子自己的事。我们要尊重孩子个人的趣

味和喜好，也要相信孩子的识别能力。老师不要过多的

把自己的的趣味意志强加给孩子。这一点上林语堂先生

在他的《论读书》中说的很好，他说：“口之于味，不可

强同，不能因我之所嗜好以强人。先生不能以其所好强

学生去读，父亲亦不得以所好强儿子去读。所以书不可

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义。有

愚人请人开一张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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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读书须求气质相合。人之气质各有不同，英人俗

语所谓“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因为

听说某书是名著，因为要做通人，硬着头皮去读，结果

必毫无所得。过后思之，如作一场恶梦，甚且终身视读

书为畏途，提起书名来便头痛。小时候若非有随时扔掉

不喜之书之权，亦几乎堕入此道矣！萧伯纳说许多英国

人终身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塾师强迫背诵种下

的果。许多人离校以后，终身不再看诗，不看历史，亦

是旨趣未到学校迫其必修所致。”林语堂先生的这一段话

就是强调了书籍的选择其实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行为，

我们家长和老师何必要越俎代庖呢？

其次古人所说的“闲读书”指的就是我们读书的时

候的心态问题。课外读书应该有一个自由的、放松的心

态。背负着沉重的刷题任务，是享受不了读书的乐趣的，

那不是一种真正的读书状态。真正的读书状态应该是一

种全身心的沉醉与痴迷，是没有功夫停下来去做题的，

尤其是读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名著。如果读几页了，就要

停下来做几道思考题，或者停下来，应付老师的要求做

几个表面化的圈点批注，实际上是把阅读的整体性切割

了，斩断了。这样的阅读又变回了碎片化的阅读。其实

真正的好书的阅读应该是随性的、一气呵成的。记得小

时候读《林海雪原》，是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连续几个通宵

一口气读完的。你真要读进去了，和书中的情节和人物

合在一起了，你是停不下来的。停下来做题或是应付性

的批注，那种任性闲读书的感觉和趣味就没了。人们常

说的不动笔墨不读书，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那一般是指

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的书籍。

再次古人所说的“读书闲”指的就是读书最后所达

到的一种境界。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享受的境界。按

学生们现在的读书处境，要想达到“读书闲”的境界是

一种奢侈了，因为他们被老师被家长被这个功利的读书

环境捆绑得太严实了。这其实是可悲的。季羡林老先生，

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这个问题。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

“现在，对学生，在课外阅读方面，同在别的方面一样，

管得过多、管得过严、管得过死，这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方法。‘无为而治’，我并不完全赞成，但‘为’得太多，

我是不敢苟同的。”季老的话应该会让我们一些老师和家

长们警醒一些了。

说到这里，也许一些老师和家长们会说你在这里不

是唱雅调吗？现在大的考试环境逼着我们必须这样去做

啊！其实在语文学习上越功利越无利。

首先我们要信任我们自己的学生或孩子。我们要相

信他们是热爱读书的。有了信任，他就越发能够主动的

去读书。你越不信任他，越怕他偷懒，他就越跟你闹别

扭、捉迷藏、被动的去读书了。要相信大多数孩子，只

要让他们去读他感兴趣的书，只要这个书不是一颗毒草，

就由着他吧！我们还要相信大多数孩子是有一定的识别

能力的，是能够读到对他有益的书的。其实书究竟有没

有益处不是由我们老师和家长说了算的？关于这一点孙

建峰老师说的非常好，他说，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求知，

还应在“无用处寻有用”。动辄规定该读什么书，大可不

必，可以随着性子来，这也是为数不多、没有办法追求

高效的事，风吹哪页读哪页，能读多少读多少。“你正

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

判。”他还说：“如今回忆起来读过的书里，对自己最有

益处的，往往是那些发自内心想要读的书，甚至有些是

偷偷摸摸完成的有兴趣的阅读。”孙老师的话道明了，书

有没有益是由孩子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要充分的信任

孩子，对他们放手。

其次，即便是要应对考试，自由的任性的阅读其实

也并不比那些急功近利的阅读亏。语文学习是一个漫长

的积累过程，那种过于功利的想直接对接考试的阅读是

不存在的。有的家长想走捷径，想花极少的时间去获得

最大的利益，总想寄希望于老师给他推荐一本书，就能

涨几分，从现在的考试题型模式来看，这样家长的愿望

多半都会落空。这种极端功利性的阅读，即便短时间能

够获得一点眼前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是走不远的，

是经不起大考的检验的。

所以关于课外读书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家长

不要过多的干预和捆绑，一定要放过我们的孩子。只有

在阅读的天空放飞他们，我们才能够望见一片片美丽的

云朵，一只只翱翔的雄鹰。

四、结束语

当然“领学语文”的想法和实践绝不仅仅这些，如

果要深入开掘和拓展，它应该是有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的，我这里只是挂一漏万！我还将进一步通过自己的教

学实践去摸索去发展去充实去提高，以期让它能由一个

想法慢慢长大成一种理念，由模糊变得清晰，由幼稚变

得成熟！也寄期望有更多的同仁能理解这个想法并参与

到教学实践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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