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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已经开始对传统的“知识教育”进行反思，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知识并不能与智慧等同。知识只与事物相关，智慧才关乎人生，智慧比知识更加重要。“转识成智”是当代课程与教学

的必然趋势，构建智慧型课堂也是目前新课程改革的价值追求。语文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教育，特别是在高中阶段，

将知识转换成智慧尤为重要。因此高中语文教师需要用心构建语文智慧课堂，促进学生智慧人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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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智慧型课堂的内涵
校园是学生长期学习与生活的地方，是引领他们健康成长的第二个家；学校课堂是学生习得知识，

提升能力的重要场所。新课程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努力追求构建一个丰富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完

善学生人格、提升学生智慧的课堂，这就是“智慧课堂”［１］。与传统的注重知识积累的课堂教学形态不

同的是，智慧课堂着眼于生成学生智慧，是情感交往与心灵共通的课堂。通过智慧教师机智的教学，增

长学生个性、开启学生智慧，构建学生的智慧与教师的智慧共生的课堂。

与传统的知识课堂对比，“智慧课堂”应是“彰显个性、提升能力、力求创新、独具魅力”的课堂；“智

慧教师”应是“尊重学生，有自己特殊的教学风格和教学追求”的教师；“智慧学生”应是“有自己独特的

学习方式，有发散性的思维，有敢于质疑的精神，灵敏聪慧”的学生。总之，智慧课堂应该是有思维火花

的、极具灵性的、饱含创造性的课堂，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让学生不仅做学习上

的强者，也能成为生活中的能者。

２　构建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的质量越来越倍受人们的关注，个体智慧的发展也就成为了他们关注的重

点。有学者指出 ２１世纪人类文化正从知识文化走向智慧文化，培养“有智慧的人”已成为时代发展的
迫切要求［２］。因此，提高教师的教学智慧，培养学生的生活智慧是我们研究智慧课堂的主要动力。

然而我们当今的高中语文课堂忽略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仅仅只关注它的知识

性，从而失去了对学生个性塑造与智慧培育的关怀。教育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必须从单纯传授知识

向全面培养智慧转化。“只有智慧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智慧的人，只有智慧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智慧的学

生。”［２］因此，构建语文智慧课堂至关重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改变当今高中语文课堂只注重提高

学生的分数，而忽视培养学生操作能力这一现状的重要举措。

笔者首先对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进行了一定的反思。目前，语文教学最大的弊端就是由于受传统经

典教学体系的束缚，过分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培育学生的智慧。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简单地传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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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而是要开启学生的心智之门，激发出学生无穷的创造力，才能让他们的能力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

正如鲁洁所说的：“在学校教育的视野中，知识被看成是人的惟一规定性和人之本质，塑造知识人早已

成为教育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３］因此重构语文课堂，让智慧走进课堂，让智慧引领课堂，让语文课

堂成为师生智慧共生的课堂，是课堂教学重现生机的必然选择，也是课堂与教学改革的迫切需要。

３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反思
课堂是学校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舞台，是师生相处时间最长的地方，课堂质量的优劣不仅反映出教

师素养的高低，而且会影响学生的成长，因此，课堂成了新课程改革的主战场。“任何教育教学改革如

果没有真正触动课堂的话，那么这种改革就不能说是真正改变了学校生活和教师行为的。”［４］因此，在

实行新课程改革呼声很高的今天，我们必须去反思传统的语文知识课堂，审视语文课堂中的教学模式，

为重构语文课堂提供新的思路。

长期以来，我们把语文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尤其是高中语文课堂一直围着高考指挥棒转，语文教育

变成了识记知识、训练语言与写作的过程，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品质的培育。本是饱含着作者

情感与思想的课文被教师分解成一个个毫无情感的知识点灌输给学生，除此之外，很多语文老师在分析

课文时，违背了作者的初衷，歪曲作者的本意，自己杜撰出一些多余的知识点，这无疑也混淆了学生的识

别能力。例如，很多老师在分析鲁迅先生的作品时，就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主观猜测，以致学生觉得晦涩

难懂。这样的语文课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其写作思路也是模式化的，极度缺少自己的主观思想。因此，语

文课堂根本未走进学生的精神世界，学生对语文课堂也越来越没有激情。

目前的课堂更多地呈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教师完全按照已备好的教案在进行教学，也不根据实际情

况做任何改变，不断地引导学生说出预定的答案，不给学生拥有其他答案的权利和思考的空间。这样的

教学，把学生的思维与想象捆绑住了，把学生的个性与灵感都给消磨殆尽了，把活生生的学生变成了储

存知识的机器，以致消磨掉了学生的激情，许多学生甚至越来越厌倦语文课，也很排斥写作文。

为什么我们的课堂缺少了智慧呢？首先是因为传统的“唯知识论”深入人心，使得语文教学往往忽

视了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培养，最终才导致了语文课堂越来越偏离智慧性；其次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忽略了将自己独特的体验与感悟以及对教学的反思融入到课堂中，教学智慧发挥的作用很小。由于这

些东西并没有内化为教师自身的智慧，因而并没有真正形成对教育现实的内在改变［５］。可以说，正是

由于教师在课堂上极少用到教学智慧，才使得语文智慧课堂在短时间内难以构建。

４　高中语文智慧型课堂的构建策略
语文课堂是关乎人文素养的教育，旨在唤醒学生的生命关怀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它需要教师运用

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对学生的情感进行熏陶，同时也需要学生积极参与及感悟，才能实现师生之间心灵互

通。但是高中语文课堂尚未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急需重构高中语文课堂，使其实现师生智慧共生。

４．１　教师由“模式化”向“特色化”转变
由于现在存在一种只看重教师的教学成果而忽视教师的个人特色的倾向，因此很多老师在盲目追

求成绩的过程中反而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个性。另外就是外界强加给教师的“形式化”培训，很多教师并

不是主观愿意的，而是被动地接受这些格式化的东西，这也导致了很多老师慢慢失去了自己的风格。其

实就教师而言，最应该珍藏的就是自己的教学经验，并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反思、总结与创新，形成自己

独特的教学风格。教师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用自己的嘴巴说话，学会走自己的路，这是当前改革中应

当倡导的［５］。

要实现教师由“模式化”向“特色化”转变，首先，学校领导要鼓励教师去探索和发现不一样的教学

方式和教学资源，并且创造良好的条件让其得以实施。其次，教师自己应该主动大胆地实践与以往不一

样的教学形式，追求能开启学生智慧的课堂教学模式，而不是局限于已有的格式化的东西。这样才会使

得教师逐渐由“模式化”向“特色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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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学生由“客体化”向“主体化”转变
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让学生机械地获得知识，而是要让学生在充满趣味和刺激的坏境中积极探索，

主动习得知识。所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不应该强行把知识塞进学生的脑袋，而是应该创造具有挑

战性的教学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督促他们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

让学生做课堂上的主体，一直以来是新课改和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在具体的课堂中

并未将还原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一目标落实到位，许多学校仍是流于形式。教师依然是课堂上的主角，是

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讲演者，学生只是配角，乖乖地坐在下面当一个倾听者与接受者。要使学生由“客体

化”向“主体化”转变，就应该把课堂上更多的话语权交给学生，让学生不仅仅是一个回答问题的客体，

而是做一个提出问题的发问者。还原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不是彻底抛弃教师的作用，鉴于学生自身身心

发展的不成熟性，把课堂完全交给学生，有其操作的不合理性和困难性。我们所倡导的还原学生主体地

位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实现亲密的配合，共创师生相互交往、相互探讨、相互学习、一起进步的智慧课

堂。因此，教师在课堂中应该做一个引导者，鼓励学生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学生敢于开口、善于开

口、勤于开口。

４．３　教学由“知识化”向“智慧化”转变
目前的语文课堂就是一个知识的图书馆，智慧是少之又少的稀有元素。要实现课堂教学由知识化

向智慧化转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勤于思考，并且善于思考。

一是勤于思考。犹太人把那些只有知识没有生活智慧的人称为“书呆子”。他们认为学习和思考

一样重要，一边学习，一边思考，才能养成智慧。没有思考与创新，社会将停滞不前，学习的过程也是一

个思考的过程，只有思考了，才会有疑问，有疑问才会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有质

疑的精神，敢于质疑，并且要付诸解决疑问的行动。

二是善于思考。在课堂上虽然也不缺敢于发问的学生，但不是所有学生的质疑都是可取的，有的学

生可能走进死胡同，喜欢钻牛角尖，这样不仅会影响其正常的学习，而且会让他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困

惑感。因此，遇到这样的学生教师需要对其进行有针对的指导，引导他进行合理性的思考，不仅要巧妙

地解决他心理上的困惑，而且不能打击他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５　结语
每一个热爱教育的老师都必须潜心经营自己的课堂，灵活运用教学智慧，打造语文智慧课堂，是新

课改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呼声。但语文智慧课堂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需

要学校、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或许目前无法在短期内构建美好的语文智慧课堂，但只要心中已明确了

智慧课堂努力的方向，并且朝着这个目标不懈努力，构建师生智慧共生的语文课堂一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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