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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内容概要

《语文教学内容重构》的大部分内容，取自《语文学习》杂志的“案例·语文课程建设”专栏。在众
多专家和教师的参与下，在2004-2006年间，该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创新价值的论文和探索性的课例
、教材样章，对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赢得了广大语文教师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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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作者简介

王荣生，1960年生，系我国大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文教育方向第一位博士，曾任宁波大学课程与教
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科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学术部主任。主要著述有：专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新课标与
“语文教学内容”》《“语文教学内容”重构》，总主编《语文教育研究大系(1978-2005)》《21世纪
专题教程·语文系列》《新课程教例与教案研究丛书》，主编《新课程高中语文课例评析》《语言知
识新视点》《口语交际教例剖析与教案研制》，副主编《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小学语文新课程
教学法》《新课程语文教学论》等，近年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课程·教材·教法》《
全球教育展望》《语文建设》《语文学习》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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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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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颛臾》教学实录    1.3  《项脊轩志》教学实录    1.4  《哀江南》教学实录、说课  第2节  古诗文教材样
章及讨论    2.1  “文言文”单元样章    2.2  “古诗词”单元样章第七章  写作与口语交际教学内容研讨  
第1节  写作教学内容的探索    1.1  把生活意识导入学生写作    1.2  写下自己的生活感受——《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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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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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章节摘录

　　（二）初读课文，理解大意　　学生速读课文，针对记叙的要素抓住文中的关键信息。提问：①
文章的作者是谁？原名叫什么？②文章写于哪一年？③文章叙述的故事围绕什么东西展开？（风筝）
④文章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有多长？⑤文中涉及几个人？他们是什么关系？　　（三）细读文本，通
过关键词句分析文章主题　　1.从刚才的问题中我们知道，一对兄弟因为“风筝”而产生了冲突，那
么他们各自对待“风筝”的态度是怎样的？〔要求学生画出关键词，并用文中语句来解释，回答时用
句式：“我从文中⋯⋯这句话中看出我（弟弟）是⋯⋯”〕　　小兄弟：最喜欢风筝、渴望得到风筝
（文中：呆看、出神、惊呼、跳跃、在杂物堆“苦心孤诣”偷做风筝）　　“我”：不爱、嫌恶、以
为那是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文中：不许放、笑柄、可鄙、愤怒、抓断、掷、踏扁。弄破弟弟将要完工
的风筝行为粗暴，弟弟被我发现时的惊慌失色也从侧面说明我的态度。）　　2.齐读三、四小节，体
会他们当时各自的心情。　　〔追问〕刚才讲到写文章时和当年这件事时隔20多年，他们俩的态度一
直是这样的吗？　　现在的“我”：送、赞、劝、一起放　　现在的弟弟：什么都不记得了　　〔小
结〕对待“风筝”，小兄弟从当年的那么喜爱到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而“我”从当年的不爱、嫌恶
到现在的赞成、鼓励，各自的态度都有变化。为什么弟弟忘记了这件事而“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并且前后态度发生了这么大变化？（文中：因为“我”不幸偶尔看到一本外国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
最正当的行为。）　　〔追问〕为什么说“不幸”？　　因为“我”以前不知道，现在突然知道了自
己当年的错，心情沉重像要坠入无底深渊，“我”意识到这件事对小兄弟伤害很深，“我”抑制了他
的天性——玩，这简直是“精神虐杀”，出于对弟弟的疼爱，“我”感到深深的内疚，觉得太对不起
当年年幼的弟弟了，现在“我”的难过就是对“我”的惩罚，所以说“不幸”。　　〔追问〕弟弟说
“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弟弟可能是真的不记得了，哥哥是怕自己没
出息才这么做的；也可能是现在对哥哥的一种安慰，让哥哥不要再为这件事伤心难过了。　　〔追问
〕对文中的“我”而言，“这样”（弟弟什么都不记得了）好吗？　　“我”想对当年的错误行为补
过，但因为年纪都大了，不可能再放风筝，而现在弟弟的全然忘却，毫无怨恨，更断绝了“我”乞求
原谅的补过机会，让一我得不到宽恕，这比骂“我”、恨“我”让“我”的心更加“沉重”。　　这
又给“不幸”增加了一层深意。人生当中有许多事是发生了之后不能再补救的，只能永远留下遗憾，
这也是人生的“不幸”，所以应该及时地把握住现在。　　〔追问〕“我”到今天对这件事印象还那
么深刻说明了什么？（各抒己见，答案归纳如下）　　A.“我”很爱弟弟，为自己做的错事深深地自
责、内疚，是浓浓手足之情的表现。　　B.“我”是个有很强自我反省意识的人，有了错误就一定要
指出并改正。　　C.“我”对儿童的教育非常重视，意识到“剥夺儿童玩的权利”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指出当时的教育制度需要改进。　　D.“我”对自己逝去的童年的追忆。可能他自己小时候也错过
了许多，现在想来更加可惜。　　〔小结〕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问题，一下子很难回答，可以把它
转化成几个小问题一个个解答，然后总结归纳，这样才会回答完整。　　（四）总结　　阅读文章时
要能深入把握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只要你能抓住文中的关键语句，并进行
深入的分析，一定能体会出其中的深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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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编辑推荐

　　《语文教学内容重构》是"语文课程建设书系"的第一本，以《语文学习》"案例·语文课程建设"专
栏为平台，本社将陆续出版致力于"语文教学内容重构"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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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精彩短评

1、语文课程的构建是相当困难的，这是一种比较有特点的观点，在上海的语文界也占有一定的话语
权，可以参考。
2、学习所要
3、很好，质量不错，非常喜欢。。
4、很有道理，但是还没有用心学习，再读
5、想通过语文知识、课程-教材等学理讨论在教材编写中确立教学内容指引的尝试
6、举了一些例子，哟哟，看评价大部分内容，取自《语文学习》杂志的“案例·语文课程建设”专
栏。核心期刊哦
7、五星。
8、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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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精彩书评

1、我犹记得2009年7月26日在区教师进修学院参加的那次“聚焦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关于‘教什
么’的研讨”，有幸聆听了王荣生博士关于“教学内容的确定性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的研究报告。
这是我第一次沉下心来认真思考语文教学中“教什么”与“怎么教”这两者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
可能有很多教师认为“怎么教”更为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学生对于所教知识的接受程度。比如同
样一个知识，分别请两位老师来教，教学方式更适合于学生接受的那位达到的效果必然更好——这从
逻辑上来说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事实上却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学科的差异性。在除了
语文之外的其他学科中（尤其是理科），由于教师授课的内容相对而言具有同一性和固定性，所以“
教什么”这个问题就“不足为惧”，重点即是研究“怎么教”了；而语文学科有其特殊性：即不具有
教学具体内容上的同一性和固定性，一切是相对宽泛和模糊的，所以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教什
么”，如果无法确定适合且有用的教学内容，那么即使在“怎么教”上如何如何地大做文章，结果也
可能并不乐观——或许你的教学方舟在出发伊始已经偏出了最佳的航道。王荣生博士在这本《语文教
学内容重构》的序言《语文教学的内容与目标的完成》一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情况的存在：
“听过语文课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语文教学出毛病最多的，正是教师面对一篇篇选文而苦思
冥想出来的教学内容。任何听过由不同的语文教师教授的同一篇‘课文’的语文课的人，都会震惊：
这些课实际是个体的教师凭自己的语文个人知识（亚里士多德称为‘臆断’）在从事教学；学生在学
的，完全是由不同语文教师随意择取或任意制造的不同东西，这些东西有些甚至叫不出应该是什么名
称。” “对着新标准，苦想教什么；捧着新教材，不知教什么；举着新理念，还教老一套；搬些新方
法，自己也搞不懂在教什么。这些现象，在语文新课程的实施中，恐怕大家都有耳闻或者目睹，对此
我们应该老实地承认并严肃地面对。”对于这番话语，我的心中是有些“诚惶诚恐”的，作为一名青
年语文教师，由于自己的教学经验还处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虽然一直很努力地备课，尽力去设计好
教案，或是通过不断听课向其他教师学习、求教，却必定还是在一些时候不自知地掉进了这个“无形
的漩涡”⋯⋯令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本以《语文学习》为平台，集结教育第一线的众多优秀语文教师
共同汇编而成的教育研究著作并不是艰涩理论的重重堆砌，而是一个个生动翔实且充满智慧思考的教
学案例，目标只有一个——让你在语文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得到启示，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尝试着走出
那座“教什么”的迷雾森林。通过静心阅读，我已经找到了属于当下的一些答案（说“属于当下”的
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自身教学经验尚不充足，致使对一些教学理念还不能很好地参悟；二是因为教学
论著本身就是“常读常新”的，可能自己随着年龄与教龄的逐步增长对一些先前即已理解的教学理念
有更为深入的认识）——那既是对自己曾经那些正确的教学内容的肯定，亦是对欠缺之处进行改变的
信心。就拿写作教学来说，比照本书中的“写作与口语交际教学内容研讨”这一章专题研究，我觉得
自己的教学实践是有得有失的。我本人热爱文学创作，所以我是将自身写作的感性体验与掌握的一些
写作方面的理性知识与技能糅合起来教学生写作的。我在2009学年度的校级课题《高中语文随笔写作
指导的研究与实践》中谈到一些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写作的过程本身是
一个由观察、体验——分析、思考——感悟、体会——表达、抒发四个环节所构成的紧密、连贯的过
程；而现实是，我们往往弱化了前三个环节，使学生无法‘我手写我心’、‘我口述我情’，造成了
‘闭门造车’、‘无病呻吟’的现象普遍产生。” 而在这三个环节中，我又特别强调对生活的观察与
体验，因为它是后面环节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他的《作文论》中也说到：
“生活充实，才会表白出、发抒出真实的深厚的情思来。生活充实的涵义，应是阅历得广，明白得多
，有发现的能力，有推断的方法，情性丰厚，兴趣饶富，内外合一，即知即行，等等。”（叶圣陶《
怎样写作》，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1版第8页）我认为，无论是“观察、体验”，还是“生活充实”，
目的都是希望学生们能真正地关注自己的生活（由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共同建构的可感知的知性世界
），对生活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这是写作的根本和源泉。这个观点在本书的《把生活意识导入学生写
作》和《写下自己的生活感受——〈信〉教学案例》这两个案例中也得到了相同的印证。两位作者分
别通过设计写作情境和引导学生点评同学文章的方式，着重阐释了教师应把“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
作为学生写作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激发学生的表达兴趣和真情实感，因为“只有这种真正来源
于生活的、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凝注着写作者真实情感的作品，才能打动人心”。虽然大家可能
在关于“教什么”的主体认识上是吻合的，但在此基础上，在落实到教学内容具体细节上该“教什么
”时，我也看清了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有些捉襟见肘了。回顾两年半的写作教学经历，虽然自己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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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过一些学生在写作方面（竞赛作文和文学写作培养）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但这毕竟只是“零敲
碎打”，而且这些学生本身的文学功底比较好——我一直认为，她们好比火箭，本身就有升空的实力
，我只是扮演了“火箭推进器”的角色。而现实是，在一个班级中，不可能人人都是“火箭”，因此
“推进”的具体内容也就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了。并且，我现在反思下来，自己在具体的作文
教学实践中可能更倾向于“怎么教”：比如2009年4月9日我在本班组织的“我们的随笔生活”随笔交
流会中给听课老师印发的简介上提到：“从08学年开始，我在本班开设了每周固定一节的随笔交流课
，以此取代原来的‘老师写评语，学生无交流’的单一模式。学生的随笔交流的过程即是情感、心灵
交流的过程，如今把‘课’改为‘会’，旨在更大程度上让教师与学生、学生之间在互动中彼此敞开
心扉，围绕着随笔写作内容各抒己见，以此激发学生们进行随笔写作的热情，走上‘主动写作’这一
通向写作成功的关键性的一步。”——我想，这个活动的初衷是好的，同时通过实践也印证了设计这
种交流的形式所达到的“怎么教”才比较好的效果，学生和听课老师的反响都不错；只是现在想来，
可能还缺少了一些实质性的写作教学内容，虽然结果并未显现失败的迹象，但心中总有些背本趋末之
感了。从长远角度来看，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更应该落到实处，在内容“紧实有用”的基础上再辅之
以丰富且易于学生接受的形式，那就可谓“锦上添花”了——这样说当然是容易的，但我首先必须从
严谨地选择教学内容开始，一步步扎实地向这个理想的目标迈进。每每看完了一本教育论著，写下自
己的读书感受时，我的心情都是格外的愉悦舒畅——从这些书中所收获的知识大抵都能比较容易地直
接用在自己的教学中，并且能够预见其将产生的积极效用；而当我合上了这本《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时，却不敢轻易将它放下——从树立“重构语文教学内容”的观念到为之进行探索实践，以至于最终
的实现，这无论对于教育研究者还是一线教师都是何其之难的啊！我只想说，作为语文教师的我们，
必须尽快自主地尝试走出那座“教什么”的迷雾森林，不能眷恋这森林中原有的“安逸生活”，也不
能寄希望于那“迷雾”自行散去而为此付出长时间的等待——虽然我们都知道这“自主地尝试走出”
的背后肯定是充满着困惑与艰辛的。我相信：任重道远，谨始虑终，躬行实践，必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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