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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语文教学的“举三反一”与

“举一反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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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举三反一”与“举一反三”是语文教学中的一对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对矛盾，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从阅读方式来看，“举三反一”侧重略读，“举一反三”侧重精读。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要正确处理精读教学与略读教

学、课堂阅读教学和课外阅读延伸的关系，做到暗中摸索与明里探讨相结合、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相结合，即“举三反

一”与“举一反三”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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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的教学方法，追根溯源，来自我国大教育家孔子的论述。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提

到教学“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在这里是强调，教师的“教”要让学生对所学习的知识经

验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然而，山东省特级教师韩军在《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之八大关系（一）》一文

中对语文教学遵循“举一反三”的教学思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我坚定地认为，语言学习的规律决

不是‘举一反三’，而是‘举三反一’，现代语文教育总体思路必须彻底改变。”［１］面对语文界提出的“举

三反一”与“举一反三”问题，在语文教学实践活动中我们如何更好的处理这一对矛盾呢？

１　“举三反一”与“举一反三”的含义
从学习过程的角度来分析，“举三反一”教学理念在语文教学实践中重在知识的积累，“举一反三”

教学理念在语文教学实践中重在知识的迁移。从学习方式角度来分析，“举三反一”教学理念在语文教

学实践中重于知识的习得，“举一反三”教学理念在语文教学实践中重于知识的学得。从阅读方式角度

来分析，“举三反一”在阅读教学实践中侧重于略读，“举一反三”在阅读教学实践中侧重于精读。

２　“举三反一”与“举一反三”关系辩正
“举三反一”与“举一反三”的关系，在具体的语文教学中表现为以下几对关系。

２．１　暗中摸索与明里探讨相结合
“暗中摸索”在词典中的解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摸索探求。“明里探讨”是指，根据已有经验在

明处进行规律探讨。前者是自己在大量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从而解决问题；后者是依据前人已经得出的

经验去解决实际中更多的问题。语文教学中的“举三反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要求学生在语文

学习中，能够暗中摸索，悟出自己的道理与经验，而“举一反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求学生不仅要

自学积累，更要根据前人的结论、经验处理现在的问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也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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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相结合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最早提出于１９５８年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波兰尼的《人的研究》一书，“内隐学习”

指个体在实践中，无意识的获得关于刺激环境的复杂知识的过程。这种学习过程重在知识的积累、沉淀，

符合语文教学中的“举三反一”的理念。“外显学习”则指个体在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中，获取知识的过

程。这种学习侧重在方法的学习，有目的的为解决问题而服务，符合语文教学“举一反三”的理念。

以语文教学的口语交际教学为例，在要求学生用母语简单的相互交流时，日常积累的语言材料、语

言风格就发挥了作用，内隐学习在此时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外显学习。而在要求学生面对一处风景吟诗

一首时，显然要考虑诗句对仗是否工整，修辞是否得体，意象是否意蕴深远等技巧性因素，这就得益于平

时的外显学习。因此，在学生学习知识过程中，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缺一不可，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引

导学生注意知识的点滴积累与方法技巧的掌握相结合，才能获得好的教学效果。

２．３　“举三反一”与“举一反三”相结合
韩军在《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一文中提到现代语文教育的伪圣化和科技化影响着现代

语文教育的发展，禁锢着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这是上世纪语文教育弊端的残留，依旧存在于现代教

师的教学中，教师不能单纯的将教师们千辛万苦博览群书之后总结的规律以灌输的形式让学生获得，这

是揠苗助长，南辕北辙，只会适得其反。教师们如果取消让学生暗中摸索，无形积累的过程，就只是让学

生学会了几招花架子，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且，每个学生都是不同性格的个体，有着自我的精神追求与

创造力，如何让学生充分的发挥自我想象力与创造力，发展学生独特的个性，就必须让学生自己博览群

书、书读百遍，寻找出亦或创造出新的规律，成为自己的理解定律。因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

对“举三反一”和“举一反三”理念进行辩正思考，让“举三反一”教学理念回归语文课堂。

３　“举三反一”与“举一反三”于阅读教学的运用
根据《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案例教程》对阅读教学的解读，阅读教学可理解为，它是利用特定的阅读

对象即阅读教材，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学生进行阅读学习活动的语文课堂教学形式［２］。如何将

“举三反一”与“举一反三”的教学理念运用于阅读教学呢？

３．１　正确处理精读教学与略读教学的关系
叶圣陶先生曾这样阐述精读与略读的要领，“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

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这就是‘略读’。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

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３］。《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在评价建议中对于阅读的评价有提到，“精读的评价，重点评价学生对阅读材料的综合理解能

力，要重视评价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创造性的理解”［４］。从教学评价中我们不难理解精读课文的教学目

标与教学具体的方向，主要是考察学生的阅读综合能力，也就是通过教师的精讲与引导学生能举一反三

的理解课外文本。而略读重点在于教师引导学生将精读教学中学得的鉴赏方法自己尝试应用于略读课

文，通过实践而习得阅读鉴赏能力。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精读课文与略读课文的安排比例是１：１，编者以同样的
比例来引起教者的注意，略读教学与精读教学同等重要。该教材对于精读课文与略读课文的搭配上也

考虑得比较细致，比如，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精读课文第６课《我的老师》、第７课《再塑生命》与略读课
文第８课《王几何》，都是通过回忆事件来写我的老师，我们在学习《王几何》时就可以让学生灵活运用
《我的老师》或《再塑生命》的鉴赏方式去自主鉴赏。

３．２　课内阅读教学向课外阅读延伸
叶圣陶先生曾在论文中提到：“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教研人员和教师根据课标精心

挑选的、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选文。但语文教学中仅仅只做到选文的阅读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有

目的有计划的进行课外阅读。

３．２．１　课外阅读之拓展阅读
选文阅读与拓展阅读相结合，一则可以丰富学生视野，积累更多的素材；二则可以使教学内容更加

充实、更容易理解；三则可以引导学生尝试自主阅读，检验学习效果。那么教师如何高效的引导拓展阅

读呢？可以花几分钟在课堂上，也可以在课后学生进行自主阅读，前提是教师要讲明白，为什么要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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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读。

第一，读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以此了解作者的行文风格。例如，七年级上册收录了法布尔《绿色

的蝈蝈》一文，可以拓展阅读法布尔的《阿尔玛的实验室》，阅读法布尔的其他科学小品文，了解法布尔

的写作视角，看他是如何将枯燥的科学以活跃的文风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二，读节选短文的原著，更全面的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与作品的情节发展或人物性格。例如，高

中教材收录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篇节选文，其出自施耐庵著的《水浒传》，可以推荐学生根据《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这篇节选文的鉴赏方式，试着自己以鉴赏者的视角读读《水浒传》，效果肯定非常好，

既有利于加深对选文学习的印象，又将鉴赏方式活学活用，举一反三。

第三，读作者的传记，了解作者的风格，从而把握作品的风格。例如，学习庄子的《逍遥游》，可以推

荐学生读读王新民的《庄子传》，了解庄子的身世、哲学思想以及庄子的文章的美学价值，那么，就不难

理解庄周为何能写出《逍遥游》这种文思如天马行空的作品了。

３．２．２　课外阅读之比较阅读
比较阅读是将具有可比性的两个作品进行对比阅读。可比性在这里是指文学性、跨越性、相似性。

跨越性是指在具有文学研究意义的基础上，跨国界、跨主题、跨风格、跨作者。学会作品与作品的比较阅

读，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写、怎样写、写什么的问题，可以在比较中发现文章的精髓，总

结出自己写作的规律。但是比较阅读，最好是以自己已经鉴赏明白的作品为比较底本，采用自己能驾驭

的鉴赏角度进行文本之间的比较。因此，建议教师在课文学习后推荐比较阅读的范文，引导学生进行有

目的有计划的比较阅读，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阅读。

第一，选取同一主题不同作者的作品，比较作品行文风格的异同。例如，学习老舍的《济南的冬

天》，就以冬天为主题，引导学生比较老舍的《济南的冬天》与朱自清的《冬天》，比较二者的写作风格的

迥异。

第二，选取同一作者不同风格的作品进行比较，思考为何有这样的风格差异，有利于学生更主动、更

全面的了解作品的创作风格。例如，词人李清照，她的作品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的作品风格迥异于后

期。因此，学习《如梦令》可以给学生推荐《声声慢》与其进行比较阅读，想想为什么有这样的情感变化，

这种情感变化又是如何流露出来的。

第三，选取同一主题，比较东西方作品风格。学习《女娲造人》这中国式人的诞生的神话，推荐学生

看看《圣经》里的《伊甸园》这一篇讲述在西方人的思维中人的诞生，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语言表

述方式。或者学习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推荐学生找到《梁山伯与祝英台》读读，比较中西方作

品的创作风格差异，行文结构安排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异同。

教师将教材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在备课时必须要进行知识的拓展延伸，才能有丰富充实的教学内

容，尽信书，不如无书，教师如此，学生亦如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所学运用于实践中，自己多读，多进行课

外阅读，提高阅读面，提高阅读技能。在语文教学中，选文阅读就相当于训练 “举一反三”的阅读能力，

学习阅读技能以便更好的运用于阅读实践；而课外阅读则是积累阅读经验，在阅读实践中验证理论，不

断的完善理论，这便是“举三反一”的教学理念。两者只有相互结合，才能有效的推动阅读教学的发展。

４　结语
总的来说，阅读教学中，精读教学与略读教学相结合，选文阅读教学与课外阅读引导相结合，其实质

是“举三反一”与“举一反三”教学理念在阅读教学中的辩正运用。不仅仅如此，“举三反一”与“举一反

三”教学理念的辩正运用应该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始终，使语文教学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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