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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理念下“四环节”课堂教学模式的

构建与运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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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四步阅读”因其流程明确、操作简便而成为一种主流教学样式。透视其背后的理念，
仍然没有摆脱师本思想的影响，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从语文课程改革的要求出发，

以“生本”教育理论为支撑，从教学观念、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方面进行大胆的改变，由此建立突出学生“学”的“生本四环

节”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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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步履维艰、蹒跚前行十几年，期间范式繁多，思潮种种，但无一例外地将目光聚焦到教学观

念、教学主体、教学方法、课堂模式的改变上。广大教育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课改不是改良而是改革和

再造，不是依赖于“控制”而是要形成开放、自主的氛围；好课永远都是学生的课而非教师的课，是学的

课而不是教的课。课堂的背后是教师对教育的理解，是对学生成长方式的认识，是教师的人性、道德和

思想。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四步阅读”因其流程明确、操作简便而成为一种主流教学样式。透视其背

后的理念，仍然没有摆脱师本思想的影响，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基于

生本理念，构建“四环节”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

１　“四步阅读”师本教学模式的特点
“四步阅读”教学模式的流程是“初读课文—质疑探究—拓展阅读—读写结合”。初读课文，也叫整

体感知或浏览课文，时间控制在１０分钟之内。很多老师在这一步前会加入“情景导入”，但“导入”的内
容不合情景，使得“导入”成为一种形式。质疑探究，也叫品味赏析或者揣摩语言（情感），基本形式就是

教师口头提问或把问题投影到大屏幕上，学生讨论或师生共同讨论，偶尔来一下“小组讨论”。时间控

制在２０分钟之内。拓展延伸，即大量或者限量地引入与课文相关的资料、文章文段或影视动画。用时
大概１０分钟。读写结合一般情况下只占课堂的几分钟时间，学习任务基本移置到课后完成。《爱莲
说》与《故都的秋》是初中和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两篇经典课文，对这两篇课文运用“四步阅读”教学模式

极具典型特征。

《爱莲说》的四步阅读教学流程：第一步，创设情境。通过艺术设计的审美体验，或与学生相关重大

事件来引起学生注意力；第二步，阅读感知。文章很短，把课前预习与课堂学习合二为一，省时高效；第

三步，探究发现。先由学生提问，师生共同讨论研究，学生“问”之不及，再由教师提问；第四步，扩展提

升。巩固学习内容，将难点放在文章“托物言志”写法的掌握上。

《故都的秋》的四步阅读教学流程：第一步，文本结构梳理（整体感知）。比如用问题“文章开头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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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哪两种秋景，突出强调了哪一种秋景”来引导。第二步，重点细节探究（品味语言）。通常是设计“北

国之秋有什么特点，作者如何概括”“文章的主体部分描写了哪几种北国的秋景”等问题。第三步，主题

意蕴发现。引导学生思考作者在写景中所抒发的情况或结合作家、时代背景探究文本意蕴。第四步，语

言特色体悟。如探讨文章如何用对比手法抒发情感。

以《爱莲说》为代表的初中版“四步阅读”模式，对处理较为短小的课文，常能起到良好效果，也即所

谓的实效性。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处理较长中短篇小说时就显得乏力了。首先，学生在十分

钟或者五六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对课文内容的认知和理解是有限的，对长的篇幅，没有三五甚至上十

遍的阅读，很难一下抓住要领。古人说“读书百遍”，我们不说“百遍”，但总不至于就课上的十分钟或者

五六分钟吧？这样的读书不能说是“走进文本”而是“走过文本”。质疑探究必须建立在个人充分自学

的基础上，第一步没走好，后面的活动就无法进行。老师进行这样的处理和设计，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

教学任务，根本不顾及学生现有的认知状况，即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认知规律———其实学生没有想象的那

么神速。所谓的“快速阅读”“快速写作”也是要先“慢”后“快”，慢慢训练出来的。其次，教师口头提

问，或把问题投影到大屏幕上，学生讨论或师生共同讨论，偶尔的“小组讨论”，这样的处理和设计也是

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学问学问，就应该是学生“学”学生“问”，而不仅是老师“问”。

和初中版的四步阅读模式相比，以《故都的秋》为代表的高中版“四步导读法”更显劣势。初中版的

四步阅读法，至少还有“拓展延伸”意识，而高中版的“四步导读法”，却似拧着学生头顶的几根头发让学

生在课文里打圈圈，重复着小学高年级的活儿，更不要说让学生发现问题、质疑，展示个性化阅读感悟

了。从老师的问题设置中不难发现，老师强调的不是学生的真知灼见，而是“作者”，比如问“作者如何

概括”“作者抒发了什么议论”“作者抒发了什么感情”，而不是“你”（指阅读者学生）读了、“你”如何概

括、“你”有什么看法或感想，等等。

传统的“四步阅读”教学法有三种倾向：一是教师依然摆脱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困扰，课堂教学依

然以教师为本，以“教”为中心，学围着教转，先教后学，教了再学，教学本末倒置，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缺乏合作学习意识，明知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语言感知，却没有行之有效地引导学生进

行语言实践；二是课堂阅读教学中依然存在以讲代学、一讲到底的教学模式，没有遵循新课程标准的要

求，教师依然把学生视为一种对象，去操纵、控制和灌输，发号施令，使学生思维得不到拓展；三是把阅读

教学定位为在课堂上的阅读活动，致使学生阅读量变得越来越少，阅读面变得越来越窄，最终离课程目

标越来越远。

这种后果很严重，它颠倒了学习的主体，压制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的自主性。长此以往，直接导

致学习兴趣的丧失。学习的主体———学习者长期被边缘化，宝贵光阴的耗尽，对知识热情的递减，对自

我成长信心的丧失，对生命的漠视以及对美好情感细腻体验的日渐流失等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就

应让学生提问，这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学生问就学生答，一时答不上来就讨论，生生讨论，师生讨论。

实在讨论不下去老师就站出来指点、帮助，而不要“越俎代庖”。

２　“四环节”生本课堂模式的建构
针对传统“四步阅读”模式存在的问题，从语文课程改革的要求出发，构建与之相对的“四环节”生

本课堂模式，有利于从根本上体现学生语文学习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语文学习潜能。

２．１　“四环节”生本课堂模式的依据
首先，要讲究教学策略，要从教学观念上进行改革，真正做到以学生活动为中心，突出学生主体地

位；其次，要改革教学方法，倡导以学定教，先做后学，先会后学，先学后教，以至不教而教；再次，要树立

“生活即语文”的“大语文”观，把语文学习的时间从课内延续至课外；最后是构建“生本”课堂阅读教学

模式，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突出学生的“学”，让学生在课前充分学习、课上充分讨论、自信展

示、激励提升。把学习的环节变为个人学、小组学、全班学、老师帮。如果从教学观念、教学策略、教学方

法方面进行大胆的改变，即可形成“初读（谈感悟）—品读（谈最喜欢的地方）—研读（拓展阅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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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新的阅读模式，由此建立“生本四环节”阅读教学课堂模式。

２．２　“四环节”生本课堂模式的流程
第一环节是检查前置学习（约２分钟）。学生围绕前置学习自主解决５０％的问题，标注出疑难问

题。小组交叉检查，教师作出评价。拒绝零起点课堂。此为“先学后教”；强调“不做不议”。第二环节

是合作探究（约１５分钟）。小组探究留下的疑难问题，才是本节课的“重点”与“难点”，而非课前教师确
定的“重点”与“难点”，因此教学更具“针对性”。此为“以学定教”；强调“不议不讲”。第三环节是展示

交流（约２０分钟）。展示近共性问题和疑难问题，提出质疑，辩论，注重展示的实效性；强调“不辩不
拨”。第四环节是激励提升（约３分钟）。教师引导、点拨、纠偏、补漏，帮助学生“画龙”，关键处“点
睛”；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３　“四环节”生本课堂模式的运用
教学模式总结的目的是实用，需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效性。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积累了较多的

经验，但也发现一些需要克服的问题。以《寡人之于国也》一文的教学为例，具体操作方法是：要求学生

课前做好前置学习，疏通文意，把不能理解的字句标记出来，以待课堂集体讨论解决。提出对课文理解

最为关键性的问题：“读完这篇文章，你读懂了什么？从这篇文章你还想到了一些什么？说给大家听

听。”前置学习的目的是让学生对课文有一定的理解，并找到个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这一步最大的困

难是学生发现不了问题或发现的问题不具有普遍性。在授课过程中，教学流程主要包括前置学习检查、

合作探究与展示交流三个部分。在学习检查中，由学生提出难懂的字词，同学回答和补充，必要时教师

才指导；在合作探究中，以问题为主导，首先由学生发问，教师对问题的价值进行判断，如果学生实在没

有问题，再由教师根据对文本理解与学生情况判断提出问题。展示交流环节，则是由学生对学习的心得

总结出来，或者是口头汇报，或者是书面汇报。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和小组展示，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

与归属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需求。人的自我价值得到

实现后，会产生一种欣喜若狂、如痴如醉、销魂的感觉，心理学称之为“高峰体验”①
①

。如果课上能满足学

生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那么这堂课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引力场”，生本教育创始人郭思乐

教授更是形象地说：“每一个怀揣资金的人都想当老板！”苏霍姆林说：“请记住，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

的情绪力量，它可以促使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请你注意，无论如何不要使这种内在的力量消失，缺少

这种力量，教育上的任何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１］１３４为满足学生“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让

学生产生“高峰体验”，需要教师把“讲堂”变为学生学习的“学堂”，让课堂成为展示才华的“殿堂”。

实践证明，“四环节”生本课堂模式适用于高中各个学科，为生本课堂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模式，实

际操作中，教师可根据不同课型选择、重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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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峰体验”（ｐｅａ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概念，是指人在进入自我实现和超越自我状态时所感
受到的一种非常豁达与愉悦的瞬时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