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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语文课外活动对提升学生能力的作用 
——以辩论赛为例 

◆潘唐文 

（广东省吴川市城东中学  524500） 

 
摘要：课外活动与课堂教学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是课堂活动

的有益补充，和课堂教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本文拟用易于乡镇中学

操作的辩论赛作为语文课外活动新尝试来切入，对课外活动能提升学生

的组织策划、口才、团队合作、评价和写作等各种综合能力进行粗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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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指出：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
源，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外活动，拓展语文学习的内容、形式，
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语文、用语文，丰富知识，提高能力。 

要开展课外活动，首先要认识什么是课外活动？前苏联教育
家凯洛夫认为“所谓课外活动，就是指学校在必修的教学内容和
教学大纲要求之外举办的形形色色的具有教育性质的作业和教
育措施。”百度百科的解释是：课外活动是指在课堂教学之外，
由学校组织指导或由校外教育机关组织指导的，用以补充课堂教
学，实现教育方针要求的一种教育活动，是根据受教育者的需要
和自己的努力以及教育教学的需要，在教育者的直接或间接指导
下，来实现教育目的的一种活动。课外活动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
现——据《学记》中记载：“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
必有居学。”所谓“正业”就是指的课堂教学，“居学”就是指课
堂教学以外的活动，即是说，受教育者在课堂学习之外，还要进
行与课堂学习有关的课外活动。可见，课外活动自古以来就应该
得到重视。因为它是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它能培养学生的多种
能力。只要教师能持之以恒地去尝试，一定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
的教学道路来。 

一、课外活动是课堂教育的必要补充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丰富多彩的文明的精神生活，乃

是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具有各种综合机能的温床”。但长期以来，
许多语文教师在传统的教育方法下，又或者是因为农村学校基础
硬件不允许，除了正常的课堂学习外，基本没有什么形式的课外
活动。教师把集中力放在课堂上的教学，恰恰是忽略了语文教学
的社会性，因为大量的知识无法在书本一一获得，特别是各种能
力需要学生在课堂之外去学习和培养，尤其是在强调创新的今
天，在正常的教育体系里，课外活动越来越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和
不可替代性。课外才是学习语文的大环境，是学生探求知识、训
练能力、陶冶情操、修养品质、发展个性的广阔空间。课外活动
是课堂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存在，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这对
完成教育任务、达成教育目的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只有认识到
课外活动的重要意义，老师才能真正落实，学生才能受益。 

其实，即使在基础硬件较为落后的农村学校，同样可以因地
制宜，利用我们身边能用到的资源来开展课外活动，充分开发和
展示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乡村从教 15
年来，我不断尝试用辩论赛的形式来训练学生的各种能力，收到
不错的效果。 

二、课外活动能培养学生的多种综合能力 
教育大家斯宾塞说过：“教育中应该尽量鼓励个人发展的过

程。应该引导儿童自己进行探讨，自己去推论。给他们讲的应该
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辩论赛这项课
外活动，正是引导学生不断完善各种综合能力的一个非常值得推
广的形式。  

1、训练学生的组织策划能力。 

课外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可以适当指导，千万不能越俎
代庖。组织辩论赛，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
学生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和创造能力。即使是在乡镇的中学里，
基础条件不够，但学生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老师要相信他们能把
一项活动组织起来并取得不错的效果。我的做法是：学生们从初
赛开始策划，通过全班同学上台三分钟的演讲一轮轮筛选，最终
选出八名选手参加辩论决赛，评委则在落选的学生中选拔。决赛
当天，利用班里的桌子椅子布置简易比赛场地，安排选手、评委、
观众的排座，再加上一个电子手表计时，易操作性的辩论赛就可
以进行了。比赛还可以请科任老师做点评嘉宾，然后是颁奖等，
有模有样，丝毫不逊色于正式的辩论大赛。 

学生通过成立组织策划团队来策划辩论赛，各人负责相应环
节，积极性充分被调动起来，组织井井有条。很多学生甚至通过
这些锻炼，喜欢上了组织团体活动。由此可见，乡镇的孩子缺少
的并不是能力，而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2、训练学生的对过程方法的掌握。 
初中生初次接触到辩论赛，对其过程和方法技巧的掌握正在

学习形成中。在这一方面，老师有责任要指导学生进行辩论前的
培训，掌握基本的辩论礼仪及技巧，否则会让一场辩论赛演变成
一场吵架大会。辩论赛中说话要得体自然，尊重对方，又能掌握
合理的方法说服或感动对方，是礼仪说理的最佳表现形式，也是
说话技巧提高的最好训练。很多参加过辩论赛的学生在升入高一
级后都如鱼得水，在这一点看来，农村的孩子，同样可以通过训
练，把能力提高或者缩短与城市孩子的距离。 

3、训练学生对是非观的认知。 
人人都是有好胜之心的。学生参加辩论赛，自然是想战胜对

方，但搜集资料对于乡镇的孩子们是个难题，没有图书馆，缺少
网络，能依托只有课本和老师传授的基本知识。所以在辩论的过
程中很少有新鲜的观点或者难形成一个优质的过程。面对这个困
难，要求老师要带领正反方的学生搜集课本或课外的观点诗词，
和对这些内容进行取舍、整理，教会学生对事物两面性的认知进
一步判断，这也是学生对是非观不断加深认知的一个深刻过程。 

4、训练学生的口才能力。 
辩论赛最能训练学生的口才能力。乡镇的学生普遍存在普通

话不够准确的问题，这就要求老师要加强这一方面的训练，课前
三分钟的普通话演讲是个好办法。只要长期的坚持通过演讲来进
行选拔，那么辩论赛中准确、流利的普通话，准确表达自己的想
法，深刻、生动说理；甚至是临场对紧张感的控制等，都是最好
的验收。 

辩论选手除了会说，还要做到能听。听懂对方的观点，才能
更容易找到对方的破绽，集中去反击。听是为了更好的说，说与
听结合起来，互相配合，才能协调发展。 

5、训练团队合作能力。 
辩论赛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比赛。从组织活动开始到结束，需

要每一个成员用主人翁的精神去紧密配合才能把活动搞好；从一
辩到四辩，任何一个短板都可能导致整个团队输掉整场比赛。因
此，一场辩论赛下来，农村学生的团结合作性会得到空前改观，
学生从活动中学到的团队精神有可能受益终身。 

6、训练学生的全面关注力。 
除了比赛的选手外，还有场外学生。这类学生分两类，一是

评委，二是观众。评委可在选拔落选的学生中产生，若他们要成
为一个合格的评委，那么他们对参赛选手所表现出来的优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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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要做到这些，他们同样需要做大量的功课，
才能对比赛内容材料有全面把握。 

辩论赛有观众提问环节，学生观众可以指名要求参赛选手回
答各种疑问或者与之正面交锋，这样活动的普及层面便可以扩展
到每一个学生身上。多次的辩论赛经验证明，学生观众提问这一
环节往往精彩纷呈。他们为了刁难选手，认真倾听每一个正反观
点和论据的集中注意力绝不低于场上比赛的选手。 

7、训练学生的点评能力。 
辩论赛结束前的点评环节是个相互成长的好平台。除了嘉宾

老师的点评外，很多时候学生脑洞大开的点评更让人大呼惊喜。
学生若要和点评老师思想有碰撞，想有出彩中肯甚至是入木三
分，不认真做功课和集中注意力，肯定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农村
学生在深刻见解这一点上，绝对不逊于任何人。 

8、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 
辩论赛结束后，我一般会要求大家写一写对此次活动的感

受，这是训练学生写作能力的很好办法。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参与
到当中来，组织策划者会总结每一个过程的成败，选手会反思每
一个回合的交锋，观众会回忆当中的某些深刻的选手或者环
节……这些化为文字，一定是他们最真实的心里语言，也一定是
最容易感动人的。 

三、课外活动需要持之以恒去尝试才能出成效 
教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课堂教学是基本形式，任何一种课

外活动都有其先进和局限性，辩论赛也不例外。所以为了贯彻课
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必须把学生的语文课外活动纳入教学计
划，做到既有长期的整体考虑和设计，又有每一次课外活动的目
的、内容、方法和规划。通过课内延伸带动课外活动，以课外活
动的成效促进课内发展，使学生得法于课内，受益于课外。乡镇
学校虽然很多硬软件设施不足，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老师愿
意坚持不断尝试创造条件，总是能把一次活动搞起来的。万事开
头难，一旦第一次能开始，下次活动便可以很容易开展，那么学
生也一定能长期受益于此。只要坚持，便能使语文课外活动成为
语文教学的完整、科学体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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