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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教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深入浅出”。因为它符合了人们的认知规律,遵循着科学的教育原理。只有“深

入”,才能理解深刻；只有“深入”,才能把握真谛。也只有“浅出”,才能激发兴趣；才能产生高效。二者分处教学的两个阶

段,我觉得“深入”在于课前备课,主要是对教材的钻研,“浅出”在于课堂落实,主要是对教学内容的处理。两者和谐相处才能

保证课堂教学的高效。 

[关键词] 语文课堂；深入浅出；学习方式 

45分钟一节语文课,我们到底要教给学生什么？是语言

魅力,文字感悟亦或是心灵的碰撞。听了《老王》一课,这样

一个如此平凡,如此不起眼的拉车夫,却能引起我们对人性

的思考,对善良的呼唤,这是我在听完《老王》这节课后一个

大的感受。之前,总是在“语文”的范围内,去讲解。却也

忘记了语文人文性的思索。自愧自己只会原地踏步,没有深

入研究,学生们更是一知半解。 

1 语文课堂如何做到“深入” 

一是教学目标“深”。教学目标(学习目标)是一堂课的

方向,是课堂一切活动所围绕的中心。没有目标的课堂,是漫

无方向的游逛,是毫无收获的热闹。 

如《云南的歌会》这节课的目标： 

(1)通过品读关键语句的方法,感受云南歌会的“美妙有

情”。 

(2)通过分析人物称呼,聆听作者“生命的颂歌”。

(3)走进生活,感受生命之美。

这里的目标就可以深入的感受到本单元的重点“感受生

命之美”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文本目标“深入”到课程目标

和单元目标里,实现前后联系。如此,课堂目标才会显得厚

重、有深度,也才能显现出文本的实质。 

二是钻研文本“深”。这是“深入”阶段 重要的部分,

是“深入”的根本。研究教材是上好课的前提,但如果研究

不深,达不到“钻”的程度,也难以上出好课。“钻”本身就

有“深入”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研究教材就是“挖

井”,不是“挖坑”,更不是草草的“巡场”一周,即告完事。

“挖”出清泉,学生才会尝到甘甜。还是以《云南的歌会》

为例,本文的作者沈从文先生,要把沈从文先生的生平经历

都了如指掌,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

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

性,小说里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

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

只有深入探究,上课的时候教师才可以为课堂中信手拈来、

挥洒自如打下基础。 

三是了“深”入了解学生,时代感带给人心的冲击是巨

大的,当我们读着久远的文字,好似隔着千山万水,这样的文

字是永远走不进学生的内心,就好像生活在现代都市的孩子

是不明白湘西的风土人情,以及小说中人物的感情,借此,老

师可以让学生进行课前的探索,或者讲讲父母的故事,这有

利于学生对于时代的理解。 

2 “浅出” 

主要是指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方式和教师通俗易懂的教

学语言。学习方式就是教师对学习内容的处理形式,这是学生

把握教材内容的关键。只有找到恰当的形式,才能实现内容与

形式的完美统一,也才能实现学生获取效益的 大化。这就好

比获取井水一样。教师挖好水井,但不能直接打好水到给学

生。而是为学生找好绳索和水桶,或搭好架子,装上辘轳,然后

让学生自己主动取水。这是一种体验,是一种积极行为,如此

才会感受到其中甘甜,才能掌握这一本领。教师的另一作用是,

当学生出现体力不支,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障碍时,及时帮助

一把。从学生乐于接受的角度来说,这些学习方式应该是符合

其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准的,应该是生动、活泼的。比如,对话、

表演、讨论、激辩等都是学生喜欢的。但这也要求教师做正

确的引导,不能使其流于形式,仅存热闹。还可以适时搭建问

题阶梯,让学生自然生成对文章的个性解读,如：在探究《云

南的歌会》中你喜欢哪一个场景时,老师大屏出示此处的图片

场景,恰到好处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适时追问,学生

顺着老师的点拨直入文章的主旨。 

可见,课堂教学达到“深入浅出”,确实是一种高的境界,

需要教师努力锤炼自己的功底,增加自己的智慧。同时在教

学中,力避照本宣科的“浅入浅出”、高深莫测的“深入深

出”和忽悠显摆的“浅入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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