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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字词句段篇
——初探语文如何教才能抓住根本，纲举目张

王振珍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梁山中学，山东 济宁 272600）

摘要：“得语文者得天下”，在语文重要性得到充分认可的今天，为提高语文教学成绩，很多老师将语文常规课上成习题课，过于

注重对答题技巧的教授，将课文内容碎片化，忽略文章段落和篇章的系统解读。语文怎样教才能抓住根本、纲举目张，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高效课堂就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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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关于语言和文学的艺术，其中涉及到语言表达运用和

文学鉴赏能力，当然这是语文教学中比较长远的目标，不是一蹴

而就的。所以，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着眼于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

和目前学情状况，回归基础的字词句段篇显得尤为重要。

一、初中语文常规课教学现状

（一）舍本逐末，语文课上成习题课

“感觉现在我们学生的思维都被禁锢了。就现代文阅读而言，

我们很多老师上来就讲答题思路、答题技巧，忽略了学生对字词

句的理解、对文章的整体把握，导致学生连文章主旨都概括不了，

最基本的阅读能力都丧失了。”潘老师，一位有着十多年语文教

学经验的老教师说道。“在实际教学中沉不住气，一看成绩不好，

往往贪多求快，注重技巧传授，忽略涵泳文字，以致学生对语文

越来越没了感觉。”蒋老师，一位有着二十多年教学经验的“老

语文人”这样说道。

欲速则不达，把语文课上成习题课，舍本逐末、南辕北撤、

缘木求鱼，是语文常规课最大的问题。

（二）急于求成，文本知识支离破碎

“课上急于让学生熟记字音字形词义和常考的句子赏析等，

感觉没时间在课堂上慢下来去引导学生去真正体会课文的构思、

段意、情感这些比较费时间的内容。”刘老师，一位有着两年教

学经验的教学“新手”说道。“学习语文，必须注意积累字词。

丰富的字词积累既能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又能提高写作能力。字

词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起点，而现实情况是我们不够重视语文

字词的认知和综合运用。”有着十年教龄“老前辈”戴老师这样

认为。

字是对世界万事万物孤立的认识，词则是对事物的初步关联、

比较辨别。所以词语考查辨析和运用，包括范围异同、大小、轻重、

书面与口语、感情褒贬等。这方面更需要长期积累和训练，融于

平时的教学过程中，需要老师引导学生梳理、总结。

盲目地把考点设为教学的重难点，用一个一个零散的问题代

替着眼于整个文本的段落和篇章的学习，缺乏课文内容的系统性、

整合性，使文本内容碎片化、零散化，如此，语文之美何来。

（三）过度依赖，自主预习变成自主抄写

“自主预习阶段，学生过于依赖教辅资料而变得思维懒惰，

很多问题只是将教辅上的答案照抄到书本上，不愿去思考，而教

师评价的单一又助推了这种现象。”蒋老师说道。“这种毫无思考，

看着自己书本上记得密密麻麻还特别充实的‘投机学习’现象绝

非个例，因此考试时同种类型的题换种问法就不知如何作答了。”

有着 20 多年教学经验的李老师说道。

语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语言和文学也可以理解为语言和文化，

学生应该在语文中学会表达观点传递感情的能力，教辅本是帮助

学生学习的，现在反而变成了学生进步路上的绊脚石。

二、针对初中语文常规课教学问题的分析及对策

“永远的字词句短篇”是张国钟老师对语文教学最深刻的解

读。“不理解‘永远的字词句段篇’就教不好语文。”“老语文人”

谢校长的一语惊四座，引起所有语文教师的深思和讨论。

（一）静等花开，基不牢则楼房危

《泉灵的语文课》主理人张泉灵老师说：静等花开，其实是

提给那些等待的人的，而不是提给花的要求。刘老师同样认为，

中学阶段，是筑基阶段，基不牢则楼房危。学生急于求成，表现

为读教辅、抄答案，其实是无所适从，根子还在于老师没提供或

没强力推进方略大道。星辰陆校长提倡做慢教育，和教育要下笨

功夫道理都是一样的。古人说板凳要坐十年冷，细思语文博大精

深，要得一点体会，急怎么急得来。字词句段篇，好比白菜馒头，

要吃还是家常饭。背词义、划段意、概括中心，拿来赛课不会精彩，

或许仅是认识不够。开水白菜也一样是名菜。

姜老师认为，字是有生命的，有繁衍能力，生生不息。这种

生命力是在具体语境中显现的，所以我们要在具体语境中去分析，

去积累，去运用。语文本就是连字成词成句，连句成段成篇的。

所以我们要“字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融会贯通，

才能抓住语文教学的本质。在具体教学中，一定要避开语文上课“问

题化”的倾向，一两个问题并不能全面概括一篇文章的中心或主题，

应该放手学生在交流探讨中深入理解文本。传统教学中的概括段

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在现代教学中也是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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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多数是形声字，还以形表意，要引导学生关注字的形旁，

进行错别字的识记和判断。教师最好在容易出错的字上做些字形

字义演变的解释，更能容易让学生理解、记忆。语境、字音、字

形综合运用，日积月累，方显效果，需早打算，早开始。

现在学生缺少的不是方法和技巧，而是读不懂文章，读完后

不知道写了什么，更何谈谋篇布局。因此，语文学习需要一个“悟”

字，对字词的深加工，把句子放入语境的理解，对文章主题情感

的把握都是悟的体现。这就要求我们放慢速度，让学生静下心来，

边读边悟边思，在量的积累上，慢慢提高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

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我们要敢于放慢脚步，从最基本抓起，

把“字词句段篇”融会贯通，一步一个脚印，从根本上提高学生

的语文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追本溯源，脱离了字词句篇的文本解读无异于缘木求

鱼

朱老师认为语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语言和文学。语言上，语

文当然是要学习字词的运用、从句篇段当中提取概括信息、口语

交际等。文学上，文学本身就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脱离了字词句

篇的文本解读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李召兰老师说道，必须从传统

的语文教学中寻求长处来借鉴，传统教学追寻书读百遍，其意自

现的原则，其实就是让学生多积累字词句，让学生从阅读中养成

阅读能力，才能让阅读能力的提升水到渠成，达到锦心绣口的文

采效果。

蒋老师也说，字词，是语文的始终，是起点也是终点。文字

的运用起于对汉字的理解，终于准确表达。字是有生命的，有繁

衍能力，生生不息。古语均是单音节词，有具体的含义，一个汉

字一个音节，以音表意，同音字，需联系具体语境，在具体的句

中才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学生大声朗读的原因。与词语

一起记忆，与语段一起记忆。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只单独背下单个

词的注释，而不联系文中句子，导致背后很快遗忘以及不能迁移

运用到课外。

因此，字词句的理解要放到语境中去，学生理解能力达不到，

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不能设身处地，不能共情。所以在课堂教学

之外，还要鼓励引导他们走进生活，感受生活，给他们思考和感

悟的空间。

一味追求“答题模板”的功利目的，学生的思维会被禁锢，

丢失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字词句的训练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首要环

节，它对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夯实语文基础有着重要的意

义与作用。学生理解能力达不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能设身

处地，不能共情。因此，引导学生走进生活，感受生活，给他们

思考和感悟的空间，学会在具体的环境中去理解字词句的意义，

联系句子所在语言环境挖掘、体味和揣摩，以此培养学生领悟具

体字词句意义的能力。

（三）有的放矢，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为什么要学语文？因为它是在识文断字的基础上增长知识、

怡养性情、增强理解能力。只有在明确这个大目标后，教学中才

能真正的有的放矢，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正如谢校长所言，初中

阶段教学目标简单说就是让学生读懂课本上不同类型的文章，会

写不同文体的文章。那种把课文习题化、碎片化的教法是无法实

现这个目标的。只注重字词句，不注重段和篇，就会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所以，字词句段篇必须并重，万不可偏废。

而我们常规课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段落和篇章。这样下去，

学再多课文做再多题目脑袋还是禁锢的，学语文永远在雾里，抓

了芝麻丢了西瓜，舍本而逐末。从结构入手引导学生分析文章，

概括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必须贯穿语文教学全过程。或许提法过

于老旧，那可以换个提法，但课堂上回避这些东西，用一个一个

问题代替这些东西，只能是缘木求鱼。如果陶醉在这些问题之中，

认为这样就是改革，这样就是潮流，那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语文教学的宗旨应该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

言文字的能力。求新、求变，不是教学改革的目的，只是教学改

革的途径。很多学生对字词不能够很明确地解释出来，或是一知

半解，更不用说运用了，所以我们在课堂上应该给学生创造一个

情境，让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去运用。让字词不再冰冷，而是充

满感情！

三、结语

字词句段篇，是人们表情达意的载体——文章的基本组成单

位，承载着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凸显主旨等重要任务，而它们

内部也是从小到大、层层递进的关系，字词不离句、句不离段、

段不离篇正是其中的体现。在教学中重视字词句段篇，从基本做

起，无疑是一次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因此，教学中要按文体按

类型组元讲课，复习尤其要强调文体特征，归类型，抓规律；要

训练归纳概括能力，从每一课每一段入手夯实；要分析内容主旨，

可以多从形式结构入手；要打破所谓名师名课迷信，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教学相长。

初中阶段是一个很神奇的阶段，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

形成从这里起航。有着48个成员组成的“附中语文人”这个大家庭，

在思想的碰撞下，产生的是附中学子的锦绣明天。一切为了学生，

我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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