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第２期

２０１３年２月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Ｖｏｌ．３３，Ｎｏ．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

语文课改要摸清底细，直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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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认真总结语文课改的经验，梳理出现的问题，是语文课改当下应该认真
对待的问题。多地九个课题的调查研究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情况：师资成为制约农村
课改实施的关键；应试导向的评价机制和专业支持匮乏，制约着教师的专业发展；
学生阅读缺乏有效指导，教师自身阅读状况不容乐观；教师知识结构急需更新；选
修课设置、教材编写等部分课改难点问题取得了一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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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改已经走过十多年了。对于课改，人

们有各种评价，但也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承

认一些新的教学理念得到了普及，语文教学原有

的一些问题被激活，课改的推进很艰难，但是一

直在跋涉在前进。不少学校的探索已经为语文新

课程蹚出了可行之路，积累了经验，也面临不少

困扰与问题。应试教育的局面依然严峻，语文教

学有些偏向仍未得到纠正，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

未减反 增 了，对 新 的 教 学 理 念，很 多 教 师 既 欣

赏，又感到无奈。我们恐怕不能高估语文课改的

成效，但课改的方向毫无疑问要肯定，对于课改

我们要坚持和补台，再难也不能走回头路。当务

之急是要认真总结十多年来课改的经验，正视各

种新老问题，包括可能短时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些总结不应停留于一般的经验描述，也不应只

是向上的汇报，而应当有一些专门的研究，能把

课改问题提升到教育科学的层面。我们要有调查

研究，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一些科学的研

究，摸清楚情况，还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理

论参照。当前课改的实践经验以及所需解决的问

题，是研究的出发点和生长点，也是研究的 “归
宿”。语文学科极具社会性，谁都插得 上 话，因

此语文教学受到的批评也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

出来某个热点争论或炒作。但很多周期性的争议

和炒作经不起认真研究，对语文学科的建设也没

有多大的推进，甚至还起到拖后腿的效果。语文

学科的学术性很强，改革难度也很大，语文学科

的建设最急需的不是只提印象式的、情绪性的批

评与设 想，而 是 让 一 部 分 专 家 和 一 线 教 师 坐 下

来，认真开展一些调查研究。
语文界不缺文章，不缺所谓 的 流 派 和 主 张，

缺的是科学的发现和切实可行的建议。近来关于

语文课程和教材的讨论非常多，许多是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争论难于 “聚焦”。各 种 语 文

刊物中课改相关的文章多如牛毛，可是大多数是

停留于经验描述，通常只是观点加例子，很少有

严密细致的量化分析与科学的论证。课改中需要

解决的问题很多，如果只停留于经验层面，光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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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加例子式的争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中文背景的教师，长处可能在感性，会 写 文 章，
短处可能是缺少科学的方法训练。语文课改任务

很重，除了激情，我们还需要实事求是 的 态 度、
科学的方法，以及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近年来持续关注课

改，重视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不

搞 “主题先行”，我 们 把 这 种 调 查 研 究 称 为 “非

指向性”调研。我们试图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
搞清楚当下的教育教学现状，为政策的制定与调

整提供专业的支持。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 《语文

课程改革调研报告》，就是北大语文所的成果之

一。这是在 《课堂内外》杂志社资助下，由北大

语文所面向全国招标，从中选出的９项课题研究

成果。这些调研提供了当下语文课改推进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和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师资成为制约农村课 改 实 施 的 关 键。

课改中 的 两 极 分 化 问 题 历 来 备 受 关 注，争 议 很

大。没有农村的课改是不全面的课改；农村的教

育面貌没有本质改变，课改也很难说成功。语文

所展开了 多 项 与 农 村 和 西 部 地 区 课 改 有 关 的 调

查。调查表明，师资仍是制约农村课改推进的重

要问题。“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语文教师现状调

查研究”（王朝霞主持）的课题所选样本涉及内

蒙古１１个 盟 市 的１３５所 城 乡 学 校。调 研 显 示，
内蒙古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学历基本达标，对语文

课改基本了解，但大多数教师认为新课程的培训

不能满足自己的教学需要，他们渴望得到专家的

指导，认为通过观摩与交流有助于自己迅速提高

教学水平。大多数中学班额超大，课时超标，语

文教师大多兼任班主任，他们的状态是每天早出

晚归，疲惫不堪，没有时间与精力学习 和 充 电。
在 “义务教育新课程实施状况县域考察” （蔡可

主持）的调 研 中，这 一 问 题 也 突 出 存 在。在 乡

镇，中心校和教学点已经成为制约县域教育均衡

发展的短板。在县以下的乡镇区域，教师负担过

重。首先，大班额、寄宿制带来 工 作 量 的 增 加；
其次，在 课 改 新 的 质 量 观 下，教 师 面 临 着 新 理

念、新教 材、新 方 法，需 要 不 断 提 升 自 己；第

三，工作量上不断做加法，调研中义务教育阶段

每天加班２小 时 以 上 的 教 师 达 到 了６２％。教 师

不适应、办学条件薄弱、专业支持不到位、课程

资源匮乏等诸多问题，已将农村教育置于风险之

中。“青海省中学语文教学状况及改革研究”（赵
成孝主持）的调研显示，西部地区的师资问题突

出：教师的地区结构、专业结构不尽合理，优秀

教师外流现象严重，县乡一级教师严重缺编；师

范 专 业 的 收 费 比 起 其 他 新 设 专 业 相 比 低 将 近

５０％，有的学校对师范专业的招生积极 性 不 高，
同时新专业的急剧增加影响到师范专业的教学质

量，也影响到新进教师的整体质量水平。课改要

想办法 提 升 一 线 教 师 的 水 平，包 括 更 新 教 学 观

念，提高教学水平，只要教师有水平，才有办法

切实改进教学。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有水平

的教师总能够有所超越，他们懂得如何稳步推进

课改，既让学生考得好，又不至于扼杀兴趣。调

查也证明了国家推行 “国培”计划是必要而适时

的，这是带动课改的大好事。
第二，应 试 导 向 的 评 价 机 制 和 专 业 支 持 匮

乏，制约着教师的专业发展。课改的实施虽然存

在着一些条件性的制约，但中小学语文教师对于

正在实施的语文课程改革已经有基本的了解，在

内蒙古，小 学、初 中、高 中 教 师 对 课 标 比 较 了

解，比例分别高达９５％、８９．７４％、８０％。王朝

霞调查发现，小学和初中语文教师比较认同新课

改背景下学习方式的转变，而高中语文教师更加

注重知识的讲授，有的还没把转变学习方式作为

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随着学段的上升，教师对

新课程改革的了解程度和信心呈下降趋势，主要

原因在以考试为主要方式的终端评价制约了课程

改革。考试内容过于注重书本知识与解题技巧，
忽视学生的全面素质和个体差异；考试评价方法

单一，过分注重结果而忽视学生的学习过程；考

试评价功能错位，考试后给学生排位，把学生分

成三六九等，严重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影

响着教师的教学。为此，王朝霞建议，上级教育

部门应建立相应的课改发展评价考核体系来考核

学校；学校领导应制定以教师发展为目的的评价

标准体系来考评教师。赵成孝对青海省一所重点

中学和青海师大的三所附中高一、高二年级学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在 “你认为以下选项哪些切中

语文教学之痛”问题中，选择 “使学生想象力僵

化”的占 到５６．４５％。这 反 映 出 一 个 突 出 问 题，
由于标准化试题和标准答案的存在，教师会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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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地将学生的思维引向看似正确无误的答案，而

忽略了语文学习的熏陶以及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

最为宝贵的主体独特阅读 体 验 和 感 受；３９．５２％
的学生认为课程改革 “应围绕考试和大纲展开”，
说明考试成绩依然是学生关注的焦点。

蔡可在江西、河南两省一些县乡的实地调研

表明，理念转化为教育教学行为在一些地方存在

一定的偏差，如课改提出 “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

养”，有地方还明显存在把教学简单变为知识点

分析、脱 离 文 本 的 机 械 记 忆、忽 视 真 实 情 境 运

用，甚至以 “考点”贯穿课堂教学的情况，谈不

上能力培养与素质提升。
教师培训工作责任重大，教师们也普遍表示

需要获 得 更 多 更 好 的 培 训，但 对 培 训 内 容 有 要

求，不欢迎一味 “凌空蹈虚”的培训，认为像十

年前只进行理念冲击，将很难收到实效。在江西

省龙南 县 的 调 研 中，针 对 培 训 是 否 有 收 获 的 问

题，有高达４３％的 教 师 认 为 没 什 么 收 获。教 师

的培训模式决定着未来的课堂形态，而教师培训

形式相对呆板，更需要创新培训模式，增强教师

参与、注重生成性资源开发与地方能力建设。教

师在岗专业发展制度更是有待深化，地方专业支

持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第三，学生阅读缺乏有效指导，教师自身阅

读状况不容乐观。听说读写，读最重要。阅读教

学是否成功，不能只看课内，很大程度上要看课

外，没有课外阅读的语文课是不完整的。这批调

查对学生的阅读状况很关注。“北京市中学生课

外阅读状况调查”（张杰主持）课题组对北京市

１９个区县的 部 分 中 学 生 和 部 分 中 学 语 文 教 师 进

行相关调查，调查显示中学生的阅读缺乏有效指

导。学生选择读物主要是依据自己的兴趣、课内

学习需要、同学和媒体的推荐。教师推荐排在同

学相互推荐之后，家长推荐的更少。受社会上阅

读材料肤浅化和娱乐化趋向影响，大多数学生喜

欢轻松的、消遣性强的课外读物或网络阅读，对

经典名著的兴趣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高中生教

辅的阅读 所 占 比 例 较 大。调 查 认 为，社 会、学

校、教师、家长的支持和指导不足制约了中学生

课外阅读的学习。值得注意的是，中学教师阅读

现状不容乐观，除去 “职业性阅读”，或者纯粹

就是为了备课的阅读，几乎很少有时间与精力去

自由读书。自己都没有阅读兴趣，那就很难让学

生喜欢阅读。为此，调查认为，要为教师最大限

度减负，为教师提供有保证的读书自修时间，多

为教师提供自我发展的空间和人文关怀。
“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汉

语阅读能力现状分析” （靳彤主持）课题在凉山

彝族自治州抽取了１１个样本班级进行了相关调

研。凉山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汉语阅读能力基本

达标，但在需要综合各种信息作出推理或联系生

活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形成解释

和作出评价的能力稍弱。调研显示中小学生阅读

的城乡差异显著，城市学生阅读能力整体上远高

于农村学生。即使在北京，城区和郊区也差距明

显。另外，张杰的调查也显示，农村校学生有浓

厚的课外阅读兴趣，但他们的课外阅读资源严重

不足。
第四，教师知识结构迫切需要更新。语文教

学效果不太好，除了应试教育的原因，也跟教师

讲课有关。有的教师知识结构陈旧和单一，很难

进入学生的语文生活，也很难引导学生到位地欣

赏作品。“中学语文与中国现代文学”（吴福辉主

持）的调查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语文

课改的视角。吴福辉在中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的

结果显示，中学生最喜爱的作家依次 是：鲁 迅、
冰心、朱自清、老舍、徐志摩、余光中。中学生

对７部现代文学经典的喜爱程度依次为：《阿Ｑ
正传》《围城》《雷雨》《骆驼祥子》《家》《女神》
《子夜》。在问卷提出 “在５５篇 进 入 教 材 的 现 代

文学作品中选出最喜欢的５篇作品”一题中，依

次排在前５位的是：《再别康桥》《乡愁》《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茶馆》《边城 （节选）》。吴福

辉认为，鲁迅既是最受中学生热爱的作家，也是

最受部分学生冷淡与批评的作家。这其实是当下

对鲁迅经典化的复杂反应在中学的具体表现。所

以在教材中怎么选鲁迅的作品，就需要进行更认

真的研究。课题对别的作家也有调查研究，如对

近年来学术界评价渐高的胡适，中学生却未见得

喜欢，而冰心、朱自清两位当年文学地位并不算

最高的作家，其作品却受到中学生稳定持续的喜

爱。在诗歌受到冷遇的今天，中学生最喜爱的作

品却是两篇现代诗歌，诗歌所具备的培养审美能

力、语感 的 特 殊 功 能 应 该 得 到 教 材 编 写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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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第五，选修课设置、教材编写等部分课改难

点问题取得了一定突破。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学科，这 些 调 研 报 告 有 的 直 接 介 入 了 教 学 实

践。“广东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选修课的调查与

研究”（王土荣主持）全面调查研究了选修课实

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

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具体有效的解决办

法。广东省还以此为基础出版了 《普通高中语文

选修课优秀教学实例选评》，完善了课程标准和

选修课的理论，探索了以文言、文学、实用设置

系列，解决了五个选修系列中的分类不当 （如诗

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分属不同系列）的问题。
课程与教材建设之外，还取得了更多成绩，如对

不同选修模式进行了比较与创新，形成了新的有

效模式；对具体的调查研究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抽

象概括，形成了 “自助餐式”教法６０种和学法

５０种；设计了与新课程理念相适应的高考内容，
出版了 《普通高中语文科模块教学与考核要求》。
课题还探索了体现选修课教学的评价方式，如研

制了高 中 教 学 水 平 评 估 的 实 施 方 案，并 得 到 了

２３５所学校的评估检验，出版了 《普通高中语文

教学与评价指导》。高 中 语 文 课 程 如 何 体 现 “选

择性”既是亮点，也是难点，本课题的调研及其

后续工作，为突破传统高中教学评价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

“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研究”（顾之川主持）的

课题调研认真总结了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

经验。在 “守正出新”原则指引下，人教版这套

新的高中教材强调语文能力培养的科学性，继承

了文道 统 一、弘 扬 传 统 文 化、重 整 体 感 知 等 传

统，同时又在如下几方面出新：一是倡导多元文

化观念，教材渗透富有时代特征的人类共同价值

观；二是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生活体验，教材

具有丰沛的生活气息和亲和力；三是考虑学生的

兴趣爱好，选文更加符合学生身心特点；四是设

计 “梳理探究”，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这套教材借鉴了多国母语教材的编排经验，由过

去的知识编排、能力编排转而开始尝试按过程与

方法编排教材；开发课内外语文课程资源，处处

渗透实践的理念。目前这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

正在在全国大多数省区使用，其得失经验都值得

后续新教材的编写者借鉴。
一切教育研究都始于调查，这些调研报告调

查面广，问 题 全 面，数 据 准 确，不 搞 “主 题 先

行”，所有分析都建立在客观事实上。虽然部分

结论与大家的印象契合，但这种研究方法，体现

了科学研究的意义，我认为值得提倡；这种研究

方法还摸清了 “家底”，对 实 事 求 是 地 制 定 政 策

也有帮助。
（责任编辑：周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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