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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研究与实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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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中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模式，旨在引领我市中学语文教师在“两型”理念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
和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改变现有的缺乏生命活力的语文教学方式，探索低耗高效、和谐共长的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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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程实施已有多年，湘潭市中学语文的课堂教学
发生了一些良性变化，同时仍存在不少问题，对语文教学

还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在课堂教学实践上也缺乏一些

基本的、科学的教学模式来规范我们的教学行为。

１　课堂教学模式的认识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用

以引导和规范教学活动、教学行为的结构框架和活动程

序。中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构建，就是

要用科学的框架和程序的范式，使得我们对教学资源的

利用更加“节约”。由于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内容没有任

何确定，以致于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走向了泛语文化，甚

至非语文化。因此，目前确定教什么比怎么教更为重

要［１］。同时，使得我们的教学活动的氛围更加“友

好”———包括师生、生生的和谐共长，学习者与文本与社

会生活的良性互动。

“两型”课堂教学模式，衍生于“两型”社会理念。中

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模式，旨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精神和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构建一种低耗高质、和谐共长

的中学语文课堂。“两型”语文课堂，能够为师生可持续

发展导引航向，能够为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提供保

障，能实现师生真正的“和谐共长”，为师生的可持续发展

注入动力。在和谐共长的“两型”语文课堂中，师生之间

能进行通畅的信息交流，拥有交融互惠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彼此形成学习共同体，形成动态、生成、发展、和谐民

主而富有个性化的创造过程。

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影响较大的有效教学模式主

要有：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模式”、前苏联教

育学家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实验模式”、美国当代著名

教育心理学专家布鲁姆的“掌握学习模式”、德国教育学

家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模式”等。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工

作者在借鉴国外成功的探究和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

对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探索也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取得了

很多研究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有

两大类：一类是以追求课堂高效为目标，按预习、展示、反

馈三板块结构课堂，先学后教，学案导学，强化展示的“高

效课堂”教学模式，如杜郎口中学的“３３６”自主学习的高
效课堂模式、许市中学“五环渐进式”模式、昌乐二中“２７ｌ
高效课堂”、洋思中学“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等。另一类

是定位于以人为本，强调和谐发展的课堂理论与模式，如

本色课堂、和谐课堂、生态课堂、绿色课堂、人本课堂等。

综上可见，随着“课标”的不断落实，“课改”的不断推

进，新的教法倒也出现了不少，比如“以学生展示”为主的

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全国各地竞相学习借鉴。令人遗憾

的是，除了创立者，这些教学方法的推广与运用，似乎也

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有不少地方只是昙花一现，转眼

即逝［２］。有的课堂教学模式构建在理论探讨方面较为完

整，但缺乏实践的运用检验；有的有实践基础，但科学性

和理论性不够，缺乏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提炼；有的则过于

注重形式，缺少针对性，忽视或弱化了语文课堂高效的策

略研究，其成果在实际中难以推广，产生实效。例如从

“片面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走向“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

心”；从追求学生应试能力为重点的“高效”，到过于追求

课堂“原生态”的“绿色”“和谐”等。

２　中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２．１　研究过程

“湘潭市中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施

策略”课题研究，时间周期为３年，分为准备、实施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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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段。在准备阶段，成立课题研究小组，制定课题研

究方案，明确课题研究任务，进行子课题学校开题论证；

在课题实施阶段，召开课题研讨会，开展课题专题竞赛活

动，进行课题中期评估；在课题结题阶段，组织课题结题、

验收评估，开展课题成果推广活动。

２．２　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２．２．１　流行文化与中学语文课堂教学

湘潭市一中课题研究的专题是“流行文化与中学语

文课堂教学的融合”。课题组全体成员在教学、教研中努

力使语文教学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步伐相适应，实现课内

和课外、老师和学生的和谐教学，从而实现语文教学的

“高效低耗，和谐共长”。他们的研究立足课堂，延伸课

外；教师引导，学生主体；他们及时整理，总结反思。他们

研究了网络流行语对中学生语言表达的影响，流行歌曲

与中学生写作，网络流行小说与中学生阅读，流行的影视

作品与文学经典的比较等主题。

２．２．２　散文教学之主体实践性阅读教学
湘潭县一中为实现语文课堂的低耗高效，在阅读课

堂教学的研究实践中发现，问题是阅读教学的起点，不仅

包括老师的提问，更包括学生的疑问。因此，在高中语文

阅读教学中，必须有合理而适当的问题指导并引领学生

去学习去探究。在实施阅读教学时，根据课程目标的要

求、课文与学生的实际，设计出具体的可引领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进行探究的问题。联系学生实际，以学生的知识

水平和认识能力为设计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联系课文

实际，以课文为依据，深入研读思考，精心设计问题。

２．２．３　古诗文赏析课“五读三赏”教学
雨湖区湘锰中学课题组，就联系学校的语文教学实

际，把研究主题确定在古诗文赏析教学课堂教学模式的

研究上。经过３年的探索研究和反复实践，湘锰中学课
题组成功构建了一种“五读三赏”初中语文古诗文赏析课

教学模式。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是在“两型”课堂理论指导

下，期望形成具有一定独创性的教学模式，以读带赏，以

读促赏，用以指导初中语文古诗文赏析课的“两型课堂”

教学，提高古诗文赏析课课堂效率。通过导读、自读、范

读、赏读、背读及赏语、赏情、赏艺，以实现“低耗高质”与

“和谐共长”的古诗文赏析课教学效果，力求提高学生对

古诗文的赏析兴趣和能力，从而塑造学生健康的心灵和

饱满的精神气象，在学生的心田里培育一颗优秀传统文

化的种子。

２．３　课题研究的反思
中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模式及实施策略研究，促

进了语文教学的民主性：人格平等，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因为“两型”课堂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环境友好”。在

这样的课堂中，师生是因为教学氛围的民主而友好，生生

因为合作交流而友好，学生与文本因为探究而友好，课堂

内的语文学习与社会“大语文”因为相互联系而友好，所

以，传统的沉闷的语文学习就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开

展“两型”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研究和实施后，湘潭市一中

的语文教学氛围变了：学生变得爱学语文了，语文教师的

“粉丝”多起来了，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也明显提高；同

时，教师的教学理念、角色定位也变了，课堂变得生动活

泼起来。中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模式及实施策略研

究，促使了语文教学的开放性：规范共性，发展个性，相得

益彰。应该说，语文教学的共性，是长期的母语教学实践

积累沉淀下来的优良传统，是那些被历史检验后传承下

来的好的方式和做法。这种“共性”，也是语言教学的基

础性、工具性决定的。只有守住了“共性”，语文教学的基

础性才能落实，学生的听、说、读、写等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但是，新课程环境下的语文教

学，也呼唤课堂的开放，需要照顾到学生语文学习个性的

发展。我们的“两型”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就是充分地

重视了语文教学活动程序和框架的规范性，同时，又不是

僵死的、一刀切式的机械要求，给师生的教与学留出了足

够的自由驰骋的空间。例如湘锰中学的“五读三赏”古诗

文鉴赏模式，虽然大体明确了诵读次数，也规定了鉴赏的

三个方向，但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他们视文本与学情

的不同，只使用“五读”来体现古诗文教学中“诵读”的重

要性，什么时候读，什么形式读，读多少遍，是有差别的；

同样，“三赏”也并非平均施力，也会视具体情况有所侧

重。这样，语文教学就有了规范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中

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模式及实施策略研究，也促进了

语文教学的双向性：互动共享，情感交流，各抒己见。“学

校应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设计和实

施课程，帮助教师提高水平、发展特长，开发和利用各方

面的课程资源，建立互补互动的资源网络，建设开放、多

样、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３］，这是课程标准对我们语文

教学提出的要求。在实践“两型”课堂教学模式的语文课

堂上，资源节约了，师生教与学的负担就将大大减轻，成

长的步履就将更为轻快；特别重要的是，在实践“两型”课

堂教学模式的语文课堂上，环境友好了，对话可以更为平

等直接，交流可以更为真诚平和，表达可以更为自由

开放。

３　结语
“两型”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探索，更需

要信心和勇气，还需要坚持与推进。课题研究开始以来，

各实验研究学校的语文教师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也花费了不少心血，但就目前情况而言，

“两型”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离真正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在新课程改革背景

下，更科学地构建中学语文“两型”课堂教学模式，并真正

以科学、可操作性的一系列模式引领湘潭市的中学语文

教学，还将是一项长期、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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