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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实”诠释我的教学理念
张　颜

（通化市东昌区江南小学，吉林 通化 134000）

新课标的制订、新教材的出台，无疑让语文课堂教学改革迈

出了可喜的一步，如何在教学中使这种“新”得到充分体现并产

生效益，是值得每位语文教师深省的问题，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还

是要看教师是否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理念。那么，新世纪语文

教师应树立怎样的教学理念呢？我的教学理念是“求真、求实”。

惟有真实才有生命力，惟有真实才有感染力，惟有真实才有魅力。

求真就是备课求真、授课求真，这是对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

也是对学生负责的具体表现。备课示真是上好课的前提，因此要求

老师必须认真教材，准确理解课文内容、思想意义、表现手法和语

言特点，准确把握重点和难点，精心选择授课的最佳方法。在这方

面稍有疏忽，稍有一点不“真”，讲起课来就会心里不踏实、不自然，

甚至出洋相。为此，我对备课求真尤为执着，无论新旧课文的备课，

我都一样认真对待，审慎地使用课本和教参，不迷信，不盲从，大

胆质疑，择善而从。对课文的注意、释词，只要有疑问，我就翻工

具书核对，绝不轻易放过；对教参的课文分析，正确的吸纳，有争

议的或错误的，我就参阅多家意见及最新研究成果来订正。

授课求真就是要求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真知。著名教育

家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只有一次青春，向

学生传授真知是一个教师的神圣使命，也是尊重爱护学生的表现。

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用科学的雨露去滋润学生的心田，用真理的

光辉去开户学生的智慧之门。现行小学评议课本浓缩了人类文化

的精华，为老师授课求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广阔的天地。但切

不可因此认为课本完美无暇，写进书里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名人

的思想观点无可挑剔。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教学中我始终把求真

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尽最大努力减少授课中的失“真”。

我常提醒学生：不要迷信课本，不要拜倒在名人脚下，要敢于提

出批评意见，如果是我讲错了，就公开向学生道歉，学生的意见

正确，我就虚心接受，并给与表扬鼓励。授课求真，光有老师的

努力是不够的。只有师生共同参与，才更得其真，真实的语文课

给人心灵的震撼是长久的。

求实就要在教学中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交流。在我们以往的教

学中，很多时候，我们设计小组合作，讨论让学生交流，往往都

是流于一种形式，只停留在表面，我们的交流合作更像规规矩矩

的操作场，个别学生按老师统一操作的流程按部就班，没有自己

的设想、行动和创造，还有的学生借机谈别的事，没有达到交流

的目的，并且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学生也没真正成为学习活动的

主人。在我的课堂中，我经常为学生创设情境，让学生形成全作

交流的习惯，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提高全作、交流的质量。比

如在教“简单的统计”时，上课时提出要求，让学生观察录像中

5分钟内通过街心花园的机动车辆情况，边看边把看到的摩托车、

小轿车、大卡车、公共汽车等机动车数量进行统计，放完录像有

学生提出“没记住，再放一遍”，又放一遍，结果还是没记住，

这时引导说，记不住的原因是什么？（品种多、速度快，各自统

计很难）老师又说：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方法大家才能完成这项工

作，学生在讨论中探索出小组分工合作可以解决问题，探讨交流

让孩子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合作、交流让孩子们成功的收

集和整理了准确的数据，这种交流、合作、讨论才是实实在在的

有所得的，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教师们精心设计组织每一次交流，

真正形成人人参与，组织互动，竞争合作，时有思维火花碰撞闪

现的课堂，给学生以享受与启迪。

求实就让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真实的体验。在美国华盛顿图书

馆门前有一块标牌，上面写道：我听了，但可能忘掉；我看见了，

就可能记住，我做过了，便真正理解了。新课标中的一个显著特

点也是要注重教学中学生的情感体验，体验一词在语文课程标准

中前前后后出现了 15 次。在平日的课堂上我都是精心创设情境让

学生体验，其实这个道理谁都懂，只是我们在平日的教学中，泛

化了体验，以为只有动手操作了，才算体验。其实体验即有领悟、

体味的心理感受，又有实行“实践”身体外部的含义。其实让学

生学习生活中的知识是一种体验，创设情境也是一种体验，演课

本剧、朗读等，都应该算是一种体验，关键是我们在课堂中如何

让学生得到真真切切的体验。读了一句话就要说说体验，读了一

估话就要谈谈感悟，势必导致流于形式，其实有些意境，情景是

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只要孩子能真切感受到了就行，孩子们的

情绪被调动起来了，读得非常投入，情感非常饱满，达到了以读

促讲的效果。我感觉孩子被真正感动了，这就是孩子们真真切切

体验到了，感受到了。所以，才能发自内心读的有情有感，其实

体验就是我们利用智慧，想方设法让孩子主动参与教学全过程，

而我们在骨子里要有一种关注生命体验的意识，引领学生走出校

园，走进生活，走上社会，在实践中探究，在合作中交流，在审

美中创造，在创造中发展，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在真真切切体

验中，留下生命的烙印。

求实就是要从做起，教师实实在在地教，学生实实在在地学，让

学生每学一课都有所得，做到一课一得。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有时

上语文课如果给学生读的时间多了，就淡化了说的训练，或减少了对

词句的训练，反之，就又会顾此失彼，但一节课面面俱到，又会感觉

哪一方面也没吃透，既浪费了时间，学生所得又不明显。在不断的思

索中，我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根据课文的体裁、内容、及学生实际需要，

每课重点解决一个问题，比如像《桂林山水》《瀑布》这样文质兼美

的课文，适合朗读训练，就从朗读入手，课上重点指导朗读，使学生

通过学习知道这样的课文应怎样读才能读出课文的美。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多姿多彩的生活是

语文教学的源泉，语文教学的生命在于真实，语文课的魅力也在

于真实。由于我始终坚持把“求真、求实”作为自己的教学理念，

不断地从生活中吸取营养，所以我的讲课常得到学生好评。学生

对我的评价是：师德高尚，知识渊博，教学认真负责，作风民主，

讲课有趣易懂，观点鲜明有时代感。如果剔除其中溢美的成份，

应该说学生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求真、求实”是语文

教学的生命，我庆幸自己生命的潜能在真实的语文教学中得到释

放，人生价值得到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