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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数学学科一样，语文学科作为母语教育的重要渠道，理应受到重视。但严峻的现实使得高中语文教学举
步维艰，理科班尤其如此。指导理科生正确认识语文学习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运用系统有效的教学方

法关注学科间的联系，是提高理科生高中语文教学效果的应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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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学科作为母语教育的重要渠道，理应受到重视。
当下中学语文教学因受到现代学科划分影响，已被边缘

化却是不争的事实，特别在理科班，学生语文基础相对薄

弱，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影响，学习兴趣明显不足。在

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哪个科目在升学考试中占的分数多，

那一科就是主科。语文与其它科目相比难以考出高分，

在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学生的意识里，语文却似乎是较为

容易对付的课程，缺几节并不妨碍学习。我们必须从学

生实际出发，指导学生正确认识语文学习的重要性、激发

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运用系统有效的教学方法、重视理

科生的语文教学。

１　指导理科生正确认识语文学习的重要性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是我们继承传统、研究社会的工

具。对于中国人而言，重要性绝对不应亚于英语。因为

不了解自己的国家我们将无以立足，缺失了根本也就无

从学习和借鉴。语文素养是基本素养，其重要性在于决

定一个人的文化归宿，决定了一个人了解中国社会的能

力，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因为语文得分难于其它科目就弃之不顾，过于功利，产生

不良影响。

理科班学生在数理化方面很难有很大差距，其竞争

优势就是在语文和英语上面，而语文又是特别重要的一

科，对理科生来说如果能把语文成绩往上提升，会具有更

大的竞争优势。理科班同学一般会觉得，语文学也那样，

不学也那样，不就是９０来分、１００分左右。其实不然，若
能重视语文学习，梳理好知识点，掌握考试题型，把握答

题技巧，语文定能考出高分，且在高考中得以体现。从近

几年的高考成绩统计分析来看，平时语文学得好，一般来

说，高考就能考出好成绩。

２　激发理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
一是激趣导入，引人入胜。例如，学习《装在套子里

的人》，用诗《“老掌柜”难舍芭蕉扇》导入：“要我换电扇，

且慢复且慢！不怕花钱多，就怕担风险：雨天怕雷击，晴

天怕触电；倘若螺丝松，飞来大刀片，重者削脑袋，轻者上

医院。还是稳妥点，仍用芭蕉扇，只要拼命摇，照样能解

汗！”学生听后哈哈大笑。教师趁机引导：老掌柜为什么

这么可笑？因为他拘泥于旧事物，害怕接受新事物。现

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大师

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顽固保守、僵化致

死的可笑形象———“别里科夫”，从而引导学生一起来学

习《装在套子里的人》。此外，有趣的诗、可笑的人，能立

刻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兴致勃勃地看起书来。

二是参与体验，乐在其中。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要

求指导学生通过朗诵课文、小说或表演剧本的精彩片段，

深入领会作品内涵，体验人物性格特征、命运遭遇和内心

世界，品味作品的语言魅力。而亲身体验能调动学生的

激情，感受不一样的自我和不一样的角色，也能发现学生

潜在的才华并提高其自信心。作为听众或观众的同学亦

能随着表演，沉浸在课文内容中，加深对课文相关内容的

理解，达到学习目的。理科生大多沉溺于演算，很难主动

进行这样的表演活动，许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某方面

的才华。通过这种课堂舞台，不仅能较好的完成语文教

学目标，还能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发掘学生的潜

质，提高语文素养。如学习《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边城》等文，都可要求学生课后根据学过的戏剧知识，分

工合作，将小说改编为剧本，自定角色排练。课堂表演

后，一起讨论、评价，所有学生都身在其中，认真研讨、领

会，效果肯定不错。

三是巧妙引导，课外延伸。针对理科生尤其是男生

阅读经典的兴致不高，教师可巧妙引导学生看原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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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后，布置一篇课外练笔———考证人

物绰号。《水浒传》中的人物绰号都有一段来历，记录着

人物的性格，学生要考证一定得读原著。读完原著，学生

不仅了解《水浒传》的内容，把握其重要情节，知晓其中人

物性格及其形成经过，也更懂得“逼上梁山”的含义。在

读写过程中，既训练筛选信息的能力、分析探究的能力，

又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和文学素养。豹子头林冲、花和

尚鲁智深等《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及其事迹，学生非常

熟悉，往往张口就来。

３　运用系统有效的教学方法
理科语文教学要提高教学效果，需特别注重教学方

法，且所提供方法应具体而实在。语文知识零散，语文能

力培养缺乏有效性，是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疑难杂症之所

在。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点就是大部分知识不

是显性的，是依托文本存在的，要靠言语品味，这恰是理

科生的软肋。教学中，要帮助学生梳理知识，最起码学生

要知道高考总共考几道题，每道题是考察哪一个知识点，

出卷人的目的是什么。要掌握这些考试常见的题型，文

学类的阅读有多少题型，文言文有考哪些实词、虚词，文

本类的阅读有哪些题型，常见的答题格式是什么，有哪些

常用术语，诗歌鉴赏一般从哪些角度出题，规范的记叙

文、议论文应注意什么，要积累些什么素材，能不能在４５
分钟左右写出一篇较好的文章等。当然，指导学生把握

解题技巧要提供有效而操作性强的方法，如多阅读多写

作。习惯了相应思维模式的理科学生更加关心具体怎么

读、怎么写。为此，应就不同形式阅读和写作进行方法指

导。我们建议学生每周上阅览室看书至少一次，多读范

文，多摘抄有文采、有思想的文章、语段，多积累相关素

材，特别要学生将自己的摘抄加以评论，在笔记本上说明

摘录的理由，每两周检查一次，对做得好的学生予以表

扬，价值大的摘抄、评论，一起欣赏，尽量资源共享。让更

多学生树立高质量的阅读意识，并认识到积累是创作的

基础。强调课外阅读，不能只停留在了解故事情节、看笑

话、看卡通漫画这一较低层面，而要利用班级图书角，组

织学生及时就某本书内容展开讨论，让学生阅读写作能

力得到提升。在方法上，要着眼未来，为学生发展考虑。

理科生今后大多投身相应的理工领域，工作中往往需要

向他人或口头或书面介绍自己，因而中学阶段就帮助他

们加强应用文特别是议论文写作给予指导与训练［１］。要

告诉学生议论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条理清晰、说理透彻，达

到以理服人的效果；应用文体则应让其知道基本的格式

与写作规范，养成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

语文教师应帮助理科生拥有文学的眼睛，唤起他们

对文学的兴趣，吸收中外古今优秀文化的营养，获得内涵

丰富的语文素养。名著导读是首选方式，因为经典的文

学作品给我们以更多的文化滋养，更多人生的启迪。教

师要为学生阅读提供平台，大力推介名著，让学生了解相

关内容［２］１０７。通过看原著、看视频、看名家赏析、自我感

悟等多样形式，让他们了解经典的睿智、魅力和神奇，无

异于带着他们搞文学旅游，理科生会获得很多欣赏语文

风景的机会。

语文教师应引导理科生做生活的有心人，关注身边

的人和事，关心国内外大事并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教

师及时把重大新闻、事件告知学生，指导他们透过现象抓

事件根源，发现事件中引人深思的问题展开研讨或辩论，

有意识培养学生的思辨力和人文情怀，做一个有头脑、善

言谈的人。同时，语文学科拥有的形象、灵感和直觉思维

的优势，恰恰是理科所欠缺的。

４　关注学科间的联系
一是要明确语文与数理化的关系。语文科和数学、

物理、化学等一向被视为领域、内容乃至方法都不同的学

科。事实上，它们之间仍有着相通之处，并且也是可以相

得益彰的。语文和数理化不仅在思维的功能上是共同

的，在语言方面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关联。数理化思想的

表达，除了运用数字、符号、公式之外，也还要使用语言。

而数理化中的归纳和演绎、抽象和概括的思考方法，在语

文科中也无所不在。这对同样具有思维功能以提高学生

思维力的语文科来说，也是个极大的帮助。不仅在思维、

语言方面，数理化也给语文科提供了实际运用的场所。

在数理化教学中，同样可以显示出解词、析句和揭示题旨

内容的语言功能，而且要求异常准确和简明。

二是要注意语文科和数理化的配合。语言文字在数

理化中得到了更广泛运用，使语言文字运用的领域和范围

扩大了。语文科也能从数理化那里得到帮助，数理化的名

词、术语丰富了学生的词汇，数理化关于说明的、逻辑的语

言会以其准确、简炼的特点而给学生运用语言以有力的配

合。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将某些与数理化有关的内容跟该

科目结合起来讲，既能使理科生易于把握又能让其乐于接

受。实际上，这种学科间的配合与联系对某些近义词的借

用、辨析、课文意义的开掘，作用更大，对提高理科语文教

学效果明显。比如，词语理解与辨析的配合、概念把握的

配合和逻辑运用的配合等，都是可以采用的。理科生的优

势是逻辑推理和数理理性分析。如我们在开展教学《祝

福》时，尝试设计有探究价值的问题来由浅入深、引导学生

思考，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部生活悲剧的深刻意义，并引

发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逻辑思维活动的科学运用，

往往能给人以欲罢不能又曲径通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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