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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映潮语文教学方法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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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为中学语文教师提高课堂效率、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针对余映潮“板块式教学”、“诗意手法”以

及“主问题设计”的语文教学方法进行简单探究，从而获得其对于教师提高教学设计能力、注重学习方法的引导、增强语言的感

染力以及创新板块式教学方法的启示，为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促进语文课程的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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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to improve classroom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hinese core

literacy, this paper makes a simple inquiry into Yu Yingchao’s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of “plate teaching”, “poetic technique” and “main

problem design”, so as to gain enlightenment for teachers to improve teaching design ability, pay attention to the guidance of learning

methods, enhance language appeal and innovate pl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Chines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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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要对

语文课堂精心设计，合理安排教学活动，提高课堂的效率以及

学生的素质。余映潮老师的课堂授课中，运用板块式的教学，

对课堂内容重新建构，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授课模式；运用诗意

的手法，创设情境，使语文教学成为一种艺术；进行主问题设

计，由主问题贯穿整个课堂的阅读教学活动，思路新颖，不仅

大大提高了课堂的效率，而且对培养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重要的作用。余映潮使得教学真正成为了一门艺术，而教师

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实际的情况加以模仿、创新，提高

学生的语文素养。

1 余映潮语文教学方法的体现

1.1板块式教学

板块式教学指的是在一节课或者一篇课文的教学活动中，

将教学内容分成几个板块进行授课，这些板块并不是毫无章

法，而是根据学情以及学生的接受程度等进行合理的、有层次

的设置，目的在于加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

养。

以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这篇文章为例，设置了自读自

讲、朗读体味、读背积累、名句欣赏四个板块。在介绍背景材

料以后，余映潮便将这四个环节展示给同学们，使同学们明确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与任务。自读自讲主要是解决文章中的字词

以及文意。余映潮为同学们补充注释然后请同学们用现代汉语

讲一讲文章的意思，并加以指点。朗读体味板块主要是对学生

进行朗读训练，并且提出具体的要求，请学生反复朗读，体会

作者当时快乐、复杂的心境。在同学们朗读的过程中及时指出

问题所在，要求学生放慢速度，投入感情进行朗读。并且采用

齐读、教师示范朗读等方法加强训练。读背积累的任务是请同

学们全文背诵，进一步体会文言文言简意赅的味道。名句欣赏

板块以“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为

例，体会这句话的妙处。

由此可见，板块式教学设计精妙，教学活动逐步深入进行，

先解决字词等基础知识的问题，把大量时间放在对文章的诵读

理解上，加深了学生对于文章的理解，破除了传统课堂教师满

堂讲学生被动听的弊端，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2诗意的手法

诗意的手法指的是在语文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发掘教

材的细节，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体会细节美、语言美，以此培

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在《散步》这篇课文的教学中，设置理解文意、朗读课文、

品味语言这三个板块。尤其是在品味语言这一板块的教学中余

映潮为学生提出了要求：以“字”、“词”、“句”、“段”

对人物的表现作用为话题，联系上下文进行点评，引导学生从

造型美、用词美、情趣美、蕴意美多个角度理解课文，逐步深

入，使同学们感受到祖孙三代之间浓浓的亲情，同时也体会到

作者对于生活的热爱。

在赏析文章的过程中余映潮并不是直接让同学们找出文

章中的美句，而是教给学生品读文章的方法，抓住文章的字词

句段进行赏析。这样学生在学习类似文章时就能够举一反三，

自然而然地学会欣赏文章，对文章进行深入的剖析，体会作者

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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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主问题设计

所谓主问题设计就是在一节课或者是文章重要内容的教

学中，以主问题贯穿整个教学活动。在阅读课中运用主问题设

计教学，能够大大提高课堂的效率。在传统的线性教学中，教

师的提问零碎且无效问题很多，课堂枯燥无聊，学生学习的兴

趣不高。余映潮运用主问题进行阅读课的教学，使整篇文章都

由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串联，整堂课结构清晰，环节紧

凑，为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提供了借鉴。

如《我的叔叔于勒》这篇文章的教学中，余映潮在纵向品

析文章这一板块的教学中，首先提出了主问题“请同学们找一

找‘船’在课文中的作用”，这就要求学生整体阅读课文，进

行分析。整节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积极参与，先后找出了把于

勒送上船，揭开了故事发展的序幕；在旅游时碰到于勒，船的

作用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等，最后余映潮进行总结，船是

整篇小说的线索，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为高潮做了

铺垫，更是围绕文学作品构思的着眼点。学生在思考问题的过

程中概括能力、合作学习能力也得到加强。接着余映潮又让同

学们思考“特快号船船长在文章中的作用”，先让学生思考作

答，最后进行简单的总结，“船长”是文章的一个转折点，从

侧面体现了于勒地位卑微，以及从侧面表现出于勒败家子的形

象。

由此可见，余映潮的主问题设计建立在学生对文本理解的

基础之上，而不是凭空想象或者捏造出来的。主问题的设计巧

妙，精准，促进了学生对文章的理解，学生在独立思考的过程

中也锻炼了思维以及语言表达能力，这对于培养学生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十分有利。

2 余映潮语文教学方法的优点

2.1有利于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促进语文课程改革

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教学形式单一，注重教师的讲授，讲

授的知识多是单纯为了应付考试，真正提高学生语文素养、锻

炼学生技能的内容很少，容易出现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的

局面，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教学效果收效甚微。而余映潮的教学模式有效地克服了传统教

学模式的弊端。尤其是板块式的教学模式教学思路清晰，逻辑

性强，教学思路明确，教学环节紧凑，环环相扣。

2.2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加强学生的语文素养

教师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对于学生德智体美等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余映潮的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的能力训

练，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等基本语文技能的形成，这对于

促进学生终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春》这篇散文的

教学中，余映潮设置了读、说、写、品、记这五个板块，并且

以朗读教学法贯穿课程始终，在学生读的时候教师提出要求并

加以范读，带领同学们感受春天的美。另外，设置了概括课文

内容的环节，从草、花、风、雨等不同的角度赏春品美。这不

仅仅能够锻炼学生概括文章的能力，而且深入文本分析句子，

也加深了同学们对课文的理解，教给同学们学习散文的方法，

即通过字、词、句来品读文章，真正实现了学生语文素养的提

升，有利于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与学习习惯，促进学生的

终身发展。

2.3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当前语文课程的改革尤其注重提高课堂效率，尽量使学生

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习到最充分的知识。首先是板块式的教学，

结构清晰，余映潮会在课堂开始时把本节课的板块设计为同学

们展示出来，使同学们明确本节课应该学习到的任务，有了明

确的目标，学生学习的效率和积极性才会得到提高。主问题的

教学设计大大缩短了教师提问的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

自己思考、探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锻炼了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另外余映潮的教学进行多种多样的朗读训练教

学，例如齐读、教师范读、男女比赛读、师生共读等，有利于

训练学生阅读课文的能力，还能够提高同学们的参与度，使同

学们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但是余映潮的教学方法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板块式教学的

设计存在将教学内容割裂的弊端。在《麻雀》这篇文章的教学

中，余映潮设计了朗读体味、美文联读、精讲课文这三个板块，

整堂课看似连贯流畅，但是对课文的内容造成了分解，且并没

有为学生讲解抓住神态、动作描写表现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利

于达成本节课在过程与方法上的目标。通过余映潮的课堂，我

们能够发现余映潮在课堂一开始就把本节课的重点的字词为

同学们展示出来，只是要求学生去朗读，学生具体掌握得扎实

与否，则不可知。在最后进行总结的时候，余映潮往往直接为

同学们展示出答案，并且要求同学们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不

利于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这种教学设计往往会导致教师成

为了课堂的主人，课堂的主动权掌握在老师的手里，长此以往，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会慢慢丧失。在赏析句子之前教师会给同

学们出示范例，请同学们仿照例子对课文进行赏析，不利于学

生的创造性地发挥，限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3 余映潮语文教学方法的启示

3.1提高教学设计能力

良好的教学设计是教学效果的保证。教学设计是教师基于

课程标准以及学生接受知识的水平等因素，对教学方案提出的

计划与设想。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开拓思路，创新

自己的教学理念，在充分研读教材的基础上借鉴余映潮主问题

设计的教学方法，以主问题串联整篇文章，同时要注意提出学

生感兴趣的问题，并留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例如在教授课

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时，可以提出“作者在百

草园中有哪些快乐？”的主要问题，引导学生围绕捕鸟、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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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玩耍。听故事这几件事体会作者在百草园中的乐趣，同时

也与在三味书屋中的枯燥无聊进行对比，进而感受作者对于童

年生活的回忆。

3.2注重学习方法的引导

新课改的深入推进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仅

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对于课文中字词

的教学，余映潮一般不会占用过多时间。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可

以借鉴这种教学的方法，转变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

预习的基础上，对难读写、难理解的字词进行重点讲解，其余

让学生通过小组学习、自行查阅等方式自行解决，教师及时检

查掌握情况。不仅仅能够提高课堂效率，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合

作能力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阅读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

借鉴余映潮板块式教学的思路，培养学生的文本研读能力与阅

读能力。例如在《天上的街市》这篇诗歌的教学中，以音乐美、

图画美、情感美这几个板块为思路进行教学，使学生运用同样

的方法来赏析《繁星》。以此教会学生赏析诗歌的方法，有利

于促进学生举一反三，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

3.3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里规定：欣赏文学作品，让每

位学生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

自然、社会、人生的启示，这就要求教师增强自身的语言感染

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作者表达的感

情。首先，教师可以借鉴余映潮老师诗意的教学方法，指导学

生在赏析课文时，抓住关键字、词，体会文章的语言美，从文

章的结构、内容、思想等来体会文章，激发学生发现美的能力，

将美育教育落实到课堂中，促进学生语文知识积累，提升学生

的审美能力，陶冶学生情感。另外，教师的语调应该随着课文

内容、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创设情境，使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

鸣，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最后，应该恰当运用课堂评价。课

堂评价的语言应该具有针对性，启发性，根据学生的回答加以

点评、引导。运用积极的语言评价，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学

生能够跟着老师的教学思路走，以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

务。

3.4创新板块式教学的方法

相对于传统的线性教学，板块式的教学方法为教师的教学

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教授《狼》这篇文章时，我们可以借鉴余

映潮的板块式教学的思路，从屠户、狼、故事发展等几个不同

的角度切入，这几个板块的顺序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调整，

板块与板块之间层层递进，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但要注意

在对课文进行赏析时要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思考，教师可以给

予简单的提示，切忌提前出示答案或固定答案，破坏学生的积

极性。对于教师，尤其是新手教师来说应该加对余映潮板块式

教学的方法以借鉴、思考，并且结合教学中的实际情况以及学

生的特点，对板块式教学的理论加以创新，形成具有个人特色

的教学风格，从而避免板块式教学模式化，促进语文课程的改

革。

总之，余映潮的教学方法的形成是在新课改的推动、各位

教学名家经验的借鉴以及余映潮个人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等多

种因素的推动下形成的，教师应对余映潮的语文教学方法进行

借鉴，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避免板块式教学的模式化倾向或

者过于体现主问题的教学而割裂了教学内容。最后笔者在研究

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本人经验不足，研究的理论深

度不够等，这些都是笔者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也是笔者以

后需要学习和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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