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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语文课堂中的“意外”①

戴丽婷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新课改背景下的语文课堂蕴含着教学“意外”。语文教师应该发挥教学机智，对“意外”进行有效处理，及时
将“意外”引导进自己预设的教学构思中，恰到好处地落实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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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语文课堂中“意外”发生的原因
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复杂特殊性催生课堂“意外”。

中小学生往往处于一个思维意识逐渐形成、知识水平不

断增长的特殊阶段。一方面，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可能片

面性、直观性、主观性居多，且往往会被事物的表象迷惑；

另一方面，学生个体间的知识、审美水平参差不齐，生活

经验、情感特征、活动背景等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中

小学生的语文课堂往往“意外”丛生，学生常用层出不穷

的问题让当堂教师措手不及。

教师的能动性需要课堂“意外”。教师自身的专业水

平、教学理念、教学技能等综合因素影响着教师预设的有

效性、课堂的掌控力、钻研文本的精深度、把握学情的精

准度。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组织者，其自身的行为和整

体素养是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因素。教师不仅是课

堂中未雨绸缪、运筹帷幄的设计师，而且他们还是挖掘课

堂“意外”的先行者，可以通过“意外”事件的有效处理生

成预设之外的内容。

新的教学理念允许与鼓励课堂“意外”。新型语文课

堂强调关注学生的主体意识，倡导个性。在生成型课堂

中，学生的多元反应和独特表现是课堂生命力的基点。

新课程还主张建立和谐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宽松自由

的对话理念正逐渐烙入全体师生的脑中。《全日制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特别强调：“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语文教学应在师生

平等对话过程中进行。”这要求教师努力维护学生的主体

地位，促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的传统学习状态中彻底摆脱

出来，释放自我，张扬个性。

语文课程和教材的丰富性蕴含着课堂“意外”的各种

可能。《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

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和语文材料的庞大复杂

决定了学生对语文材料的理解往往具有特殊的个人特

色。《语文课程标准》就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

对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

往往是多元的。”面对人文性丰富的语文大课程，每个学

生解读文本时都有自己独特的感悟，所谓“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学生独特的体验和感悟是促成课堂“意外”出现

的关键点。

２　语文课堂中“意外”的类别及处理方法
有效利用课堂“意外”作为新的教学生长点，这要求

语文教师们明确“意外”的类别。

由课堂氛围、室内外环境等客观因素引发的“意外”

情况。如噪音干扰、不明飞行物、学生家长突然来访等

“意外”。它们常常在课堂教学正酣畅之时突然出现，“伺

机”撩动学生注意力，扰乱课堂教学流程。于漪老师就曾

智慧地处理过这类“意外”。在于漪老师某经典课例教学

中，有蝴蝶突然飞进教室，课堂上的同学们瞬间分心，学

生开始叽叽喳喳。此时，于漪老师并没有大声呵斥学生，

而是让学生思考蝴蝶与知识储备之间的关联点，说出跟

当堂课“蝴蝶闯进教室”这一情景贴切的相关词牌名：蝶

恋花。并解释：蝴蝶喜欢同学们这些祖国的花朵。于漪

老师的这一处理“应景更应情”。

结合于漪老师的经验可知，面对这类“意外”，教师首

先应该沉着冷静，尊重中小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思维

活泼跳跃的特征，切忌一味责怪或囿于说教。此时，教师

可适时停顿，努力发现“意外”事件同教学内容之间的关

联点，及时唤回学生注意力。处理这类“意外”，敏锐的观

察力和活跃的思维是关键，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因此

语文教师应该积极总结日常教学经验，及时写教学反思，

勤于钻研名师经典课例，虚心向同事请教。

由教师外表、知识面和视野的宽窄、备课是否充分、

临场失误等教师主观原因引发的“意外”状况。如教师对

教学内容分析失误、讲解失误、写错字、无法回答学生出

其不意的问题等情形。下面的案例就是这类“意外”。一

堂语文课上，某位老师将名句“朱门酒肉臭”解释为：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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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酒肉多得都发臭。有一学生却从当时天气异常寒

冷和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这两个因素出发得出“大户人

家的酒肉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发臭”的结论。那位老

师“喜出望外”。他首先肯定该同学的质疑，然后再布置

学生去查资料找出自己的答案。第二天上课时，他先让

同学们各抒己见，然后再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从“臭”字

的另一读音ｘｉù出发将“臭”解释为：用鼻子辨别气味。进
而将这句诗理解为：大户人家酒肉的香味不时的飘出来。

这样的解释仿佛更合情理。

对这类“意外”的处理，教师应该坦然承认自己的失

误并引导学生及时思考，努力为自己的结论寻找合理的

解释。如果在课堂上不能解决，教师应该指导学生课外

去查阅资料。此外，教师还应在备课时加强对教材的研

读，尽可能细致到位地预设课堂细节，多角度分析学情，

多情景模拟教学。

由对文本探究而引发的“意外”。如学生间因为对文

本理解不同而引发的激烈讨论甚至争吵、师生间观点相

悖、学生对文本探究层次过深或过浅、学生理解偏离文本

等情况。这类“意外”往往形式多样。在一次教研活动

中，某老师教学《江雪》。在基本的朗读、赏析意象、品味

独特景物描写后，有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天气如此糟

糕，寒冷难耐，那位老翁为什么还在江上钓鱼呢？问题一

出，便引发学生各抒己见。有人说老翁是因为家庭贫困，

情非得已去钓鱼谋生；有的说老翁跟陶渊明一样是个喜

欢独自享受闲淡、安贫乐道的智者；还有人说老翁是为了

寻找心中的那片净土才来垂钓的……这时，那位老师并

没有被学生的观点牵引，而是及时出示作者柳宗元的生

平简介及诗的写作背景，然后指导学生联系写作背景和

作者的个性特征、人生经历去体会诗歌中老翁的心境，加

深学生对诗歌意涵的理解，使学生对诗歌的理解达到新

的高度和深度。多元解读往往引发学生开放性思考和层

出不穷的“意外”提问，教师们应该鼓励学生的多元解读

和自我生成。

由学生行为因素引发的“意外”。如学生恶作剧、哗

众取宠、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看无关书籍等情况。这

类“意外”是最常见的。某教师上课一走进教室便发现黑

板上画着一副画并标示：某某（老师）遗像。那位老师并

没有去找“真凶”，而是智慧地回应到：“这位作者的绘画

基本功真是非常出色，这画中人跟我有几分神似！可是，

我还好好地站着，谁想把我送到那地方去呢？所以说这

是个十足的病句啊！该怎样修改这个病句呢？大家觉得

这几个字中多了哪个字啊？能把多余的字去掉吗？”［１］老

师的话让恶作剧制造者惭愧不已，其他学生更是明白了

该老师的良苦用心。

在这类“意外”面前，教师应该稳定情绪，力争严厉分

明又不失幽默地化解师生矛盾。爱心、耐心、细心、智慧

是处理此类问题的命中点。案例中的这位老师对此类

“意外”的处理非常艺术、理性。一方面，他能变严肃为幽

默。一句简单的“我好好地站着，谁想把我送到那地方去

呢？”创造了轻松愉快的氛围，缓解了学生的紧张情绪，避

开了冲突的锋芒。另外，从语言角度出发，这位教师因势

利导进行了有效生成。以病句知识点拨学生，给自己找

到台阶。学生懂得遗像是人临死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去

掉“遗”就符合当时老师还健在正上课的情景了。

３　语文课堂中“意外”对教师的要求
“意外”是“绚烂多姿”的，其处理方法也“因人因时

因景”而异，教师要懂得变通，学会“求大同存小异”，探索

有效的规律及原则。

勤于文本研读，课前精心预设。文本是教学的重要

依据，是传递知识和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情感浇灌的根

本。语文名师钱梦龙先生就曾说：“每次备课，我总要把

课文一遍一遍地读，反反复复地想。有的课文语言优美，

声情并茂；有的课文说理严密，逻辑性强。我就采取不同

的读法来评析、鉴赏、品味，直到确实品出了味儿，读出了

心得，才进一步考虑教什么和怎么教。由于这些心得都

来自亲身的阅读体会，课文也早烂熟于心，因此教学中常

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快感，还不时带点激情。”［２］他用

这样精致的语言阐述了教师研读文本的重要性。对于语

文教师，因其所授学科的特殊性，精读文本，从各个角度

研读文本显得至关重要。教师对文本的理解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一堂课的质量，只有准确到位、深刻细致地理解

了教材、深层次地走入文本，才能构建出明朗清晰的教学

框架，在引领学生解读文本时精准到位，游刃有余。

把握学情，善构和谐师生关系，鼓励探究生成。新课

标倡导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保护学生的自我感悟和体

验，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去教学。因此，了解学生的性格特

征、知识储备、思维特征等情况至关重要。学情分析在教

学预设中享有无可厚非的地位。“以学定教”“顺学而导”

可以有效优化教学过程，促成教学目标达成，提高教学效

率。教师在课前预设时必须从学生出发，研究学生的知

识起点、能力水平、接受程度等因素，关注梯度教学，力求

使教学内容跟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特征匹配，并努力

照顾到每个学生。

爱学习、勤思考、善总结、提升专业素养。教师是课

堂的调控者、引导者，更是了不起的学习者。虽然新课程

背景下的教学强调“生本”意识，但教师依然是学习过程

的监督者和引导者。教师的专业素养、综合能力、教学智

慧、人格魅力等对学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语文

教师应加强“及时更新知识储备，虚心学习，积极总结”等

系列提升个人业务水平和专业能力的活动，所谓“问渠哪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语文教师只有通过不断提

升业务素质，练就深厚的内力后才可能在语文教学生涯

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赢取他人的认可。

语文课堂充满变数，“意外”无处不在。保护“意外”，

提前“预约”，巧妙处理，是每个语文教师该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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