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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让你的教育充满智慧的力量 
——浅谈教育力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王凌波 

（宁波市江北实验中学  浙江宁波  315020） 

 
摘要：教育给人以力量，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的命运，而教育的

主体——教师，则是力量的源泉，他赋予教育对象放飞梦想的权利，更

给予教育对象实现梦想的能力，因此可以说，教师是一种力量的象征。

本文主要讨论了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以及在面对

教育工作时，语文教师的身心需要做好怎样的准备，又有哪些具体的方

法可以作为教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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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召力”和“强制力”是语文教师的左膀右臂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的力量首先体现在其他任何

职业都无可比拟的感召力上。在中国孩子的眼里，“教师”便是
权威的代名词。在孩子们的求知欲被考试、分数、名次消磨得日
渐消退的情况下，教师用他的责任感和职业精神驱赶着自己的学
生艰难跋涉。这时候如果教师可以用他的富有魅力的专长促使学
生产生跃跃欲试的念头，进而逐渐沉浸其中体会学习的乐趣，那
么这样的“感召力”不仅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甚而能使他的
学生终身受益。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在这方面比其他学科的老师
更具有优势。因为语文是一门有生命、有情感的学科，只有有生
命，有情感的人才能与它进行有效地对接。文本中丰富的内蕴要
靠学生去感悟，更要靠老师去唤醒。老师如果朽木枯竹、心灵衰
竭、感情萎靡，怎么能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语文学习中呢？所
以，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更应该发挥好自己的“感召力”，努力修
炼自己的“诱惑力”，让学生爱上语文，爱上语文课。 

然而不是每个老师都同时具备感召力和教育的全部技巧，这
时候“运用强制力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习，以换来学生日后的感
激”，也是教育者的本分。有一段时间，我的学生不愿意交作业，
其实作业已经少得可怜了，但是，不交的孩子还是很多。于是“鼓
励学生交作业”甚至“求学生交作业”成为了那段时间的中心工
作。一开始对于这种情况我都比较宽容，对于没交作业的学生也
是询问原因，分析情况，然后和颜悦色地鼓励鼓励再鼓励，帮助
帮助再帮助。然而苦口婆心依旧并无太多效果，甚至，情况一天
不如一天。不交作业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而，课堂也受到了影响
——教学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作业不好了，其他方面也决不可
能太好。我眼看着孩子们的语文学习一天天不如人意，心急如焚。
我认定：交作业是学生的天职，不认真作业就是不尊重课堂，不
尊重老师。我的判断恢复到正常状态，然后雷厉风行：发出 后
通牒，通知家长、重立规矩，次次较真，轻罚重惩……结果三下
五除二就解决了问题。几天之后，班级作业齐整，上课秩序井然。
有时候，宽松到了“纵错”的地步，学生享受完了那点点 初的
浅薄的快乐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教师的力量还体现在强制
力上。 

感召力与强制力就像教师的左膀右臂，使得教师面对自己的
工作时既应对自如又无愧于心。一个人的强大体现在他内心的强
大，教师作为一种力量，他起到的作用 终应体现在对灵魂的塑
造，对思想的传承，对文明火种的传递上，没有这样的使命感与
道德要求，教师便只是和工匠、铁匠相比没有多少区别的教书匠，
便对不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誓言。 

二、“编排力”和“洞察力”是语文教师的成长必须 
语文教师应该具有拆解教科书、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编排并为

学生授课的能力。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在语文教学中有时就需
要教师确定文本教读自读的内容。由于刚开始工作没什么经验所

以对于课文的教学并没有什么选择和侧重，有关这方面的思考也
比较少。但与学校教研组长一次合作写论文的经历却让我收获颇
多。源于他给我举的这么一个例子：八年级上第四单元有四篇课
文：《大自然的语言》、《奇妙的克隆》、《生物入侵者》、《阿西莫
夫短文两篇》。很多老师在选择上一般都会将《阿西莫夫短文两
篇》作为选读课文。但实际上，前三篇内容虽不同，但写法基本
相似，选一篇教读，其他两篇可让学生自读，可省两个课时，而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应该教读，因为这两篇课文是在新课标强
调要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背景下补充的，它旨在通过本文的学
习，让学生体会什么是科学创新意识：不同科学之间可以是相通
的，一种科学的发现会影响另外科学的研究。思考问题有时候要
换一种思维或者换一种角度就会顺利解决问题，学习也好研究也
好要学会融会贯通。所以这两篇文章意义非凡值得认真上，而且
学生也会很有兴趣。听了他的解读之后，我茅塞顿开。作为老师
如果具备拆解教科书、领会教科书编者意图的能力那么课堂上的
效率也一定能够提高不少。 

在课堂教学中也是如此，叶圣陶先生说：“教师之教，不在
于全部讲授，而在于相机诱导。”诱导，即我们所说的引导、点
拨；相机，就是我们说的“识鉴通透”，大教育家在“诱导”之
前冠以“相机”二字，十分精当、科学、耐人寻味。“诱导”是
“相机”之后的教学实践，“相机”是真正科学地“诱导”的充
分必要条件。“机”如果“相”得不准，或者悖反，那么，“诱导”
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甚至有可能把学生引诱到歧途上去。所以作
为一名语文教师更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及时准确地获取课堂信
息，如学生的学习状态是积极亢奋的，还是消极低落的；学生的
注意力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学生是主动思考的，还是被动接
受的……同时，及时采取措施，变换方式，集中注意，启发思维，
调动积极性、主动性。 

三、“学习力”和“包容力”是语文教师的成熟标志 
教师要成为一种力量， 重要的就是具备传授知识，塑造灵

魂的能力，如何具备这样的能力，也是许多教师尤其是作为青年
教师的我们感到为难和困惑的地方。教育工作重在言传身教，教
师具备的各种能力会直接或间接的转化成学生的能力。常听到有
些语文教师感叹：“做教师难，做语文教师更难。”语文学科涉及
的内容方方面面，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必须有丰富广博的知识，只
有拥有丰富的知识，才能在课堂上广征博引、透彻分析，上出生
动有趣的语文课；相反，只有观点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知识，或
者只有零星的知识，不但观点不易被学生理解接受，也会使语文
课堂枯燥乏味。所以作为语文老师更需要多读书，勤积累。以此
来充实我们的语文课堂。而我们的语文课堂如果要成为有生命活
力，有思维碰撞的有趣味的课堂，除了教师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外，
还需要我们能弯下腰来，听一听学生的声音，让学生成为课堂真
正的主人。如果一个老师必须拥有一颗柔软的心。若一味拘泥于
自己的答案，学生的思绪就无法在安心的情况下天马行空地翱
翔。换言之，老师温和的人品以及丰富的见识所带来的包容性，
能使学生的思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其实要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能
力和个人魅力还得靠教师不断的学习，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学
习”一直是个永恒的话题。一个懂得不断学习进取，并能包容全
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熟的老师。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所运用到的教育力不仅仅只是感召力、
强制力、编排力、洞察力等，如果可以充分调动起各种教育力的
运用，那么语文课堂的教学定能够充满智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