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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教育应该重视文化基
地研学，用文化基地研学激活古典
文学课堂。正如陆游所言“君诗妙
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古
典文学教育有赖于江山之助，我们
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该走出
课堂，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基地研
学，充分利用博物馆的文物、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让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焕发出时代的光辉。

从纸上到地上，让古典文学文
本回归最初产生的原始场域。

秀美壮丽的华夏山水、殿壁辉
煌的楼阁祠庙是历代作家吟咏不衰
的主题，以此为描写对象的名篇频
出、佳作屡现，如王勃 《滕王阁
序》、崔颢《黄鹤楼》、李白《登金
陵凤凰台》、苏轼《赤壁赋》、姚鼐
《登泰山记》，这些名篇佳作虽然历
经千载，依旧余音回荡、众口称
扬。滕王阁、黄鹤楼等，是上述名
篇描写的对象，也是这些名篇最初
产生的原始场域。作家通过精妙的
文字将当时创作的心境凝练于纸
上，形成文学文本，可以说是从地
上到纸上。文学文本经由后世不断
地阅读、选评、模拟，大浪淘沙之
后最终成为经典文本而被当代学者
写入文学史、选入作品选。我们在
学习文学史、研读作品选时，这些
经典文本都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
纸上，以至于我们忽视了它的最初
源头是来自地上，并且我们研读这
些作品的方式也多数是“遥想公瑾
当年”，很少能够做到“江山留胜
迹，我辈复登临”。不管是“遥

想”还是“想象”，都缺少身临其
境的现场感动，故此古典文学教学
应该尝试着把部分经典文本从纸上
还原到地上，让古典文学文本回归
最初的原始场域，如此方能更真切
地体会文学文本中蕴含的江山气象
与作家情怀。如暮秋研学滕王阁，
方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是何等气象；初夏研学黄
鹤楼，方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
草萋萋鹦鹉洲”是何等葱茏；泛舟
赤壁之下，方知“白露横江，水光
接天”是何等苍茫；登上泰山之
巅，方知“苍山负雪，明烛天南”
是何等寥廓。另外，同一文化场域
会吸引不同作家反复吟咏，从而创
生出大量文学经典，这些文学经典
也会积聚堆叠为一部地域小型文学
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研学一地就
相当于阅读大量文学经典乃至于学
习了一部地域小型文学史。另外，
也可以将比较研究的阅读视野融入
其中，分析不同作家在同一文化场
域中的书写差异。如岳阳楼，在李
白笔下写出了豪情，其《与夏十二
登岳阳楼》曰“雁引愁心去，山衔
好月来”；在杜甫笔下写出了孤
寂，其《登岳阳楼》曰“亲朋无一
字，老病有孤舟”；在范仲淹笔下
写出了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其
《岳阳楼记》 曰“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传承千年教学之法，让古典文
学课堂接续浴沂风乎舞雩的传统形
态。

当下大学古典文学教学还是以

课堂教学为主体，教学方法基本上
是以教师讲授、学生习得为主要形
态，这种教学方式是近代大学教育
改制以后的基本模式。如果我们把
视野回向更为久远的明清书院教
学、汉代马融的绛帐传经，乃至于
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甚至于春秋
时期孔子的杏坛讲学，我们就会发
现，在课堂教学之外，还有一种登
山临水的当机点拨与如沐春风的心
灵润泽。据宋代朱熹 《伊洛渊源
录》所载，朱光庭在大儒程颢道德
学问的熏陶之下，人生境界跃升，
内心愉悦自得，一月之中，有如沐
春风之感，即“朱公掞见明道于汝
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
春风中坐了一月。’”这种将课堂
设于广阔天地之间的教法，是古代
大儒讲学的惯常模式，俯仰遨游天
地之间，师生率真交谈之际，无处
不可讲学，无时不可讲学，动静语
默之时，都是智慧的自然流淌。孔
子可以正襟危坐于杏坛而论道，也
可以在颠沛流离之时习礼于大树之
下，乃至于在困穷绝粮之时仍然能
以弦歌不绝的文化担当激励弟子的
道德信念。孔子垂教后世、仪型千
古而最为后人称道的教法示范无疑
是“吾与点也”，曾点心目中向往
的师生之间活泼坡地文化传授是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雩，咏而归”。这种文化传授方
式，脱略了生命的矜持，舒缓了讲
堂的拘束，宽松了身份的束缚，纯
粹是智慧生命的交感共振、鸢飞鱼

跃的慧心悦然，以至于深得孔子之
赞许，吸引后世儒者向往而赓续，
如王阳明所言“铿然舍瑟春风里，
点也虽狂得我情”（《月夜》）。王
阳明晚年居越期间，“嘉靖三年八
月十五日，月白如昼，命侍者设席
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
歌声渐动，或投壶，或聚算，或催
花，或泛舟碧霞池中”（《王文成
公年谱》），这种中秋月夜、池上
讲学的做法是对孔子“吾与点也”
教法的致敬与传承。因此，在文化
基地看展研学活动，是对课堂教学
方法的有益拓展，是对中华文明千
年教学之法的自觉传承，也是为了
让古典文学课堂接续浴沂风乎舞雩
的传统形态。

培养文化自信，在前贤的足迹
中追寻斯文在兹的文脉传统。

古典文学教育应该充分利用文
化基地资源，培养学生的文化自
信。一地有一地之文化资源，文
化基地研学应该合理利用当地文
化资源，就地取材，就近研学，
节约经费开支，节约时间成本，
不必舍近而求远、向声而背实。
如山东高校，可往曲阜、邹城开
展《论语》《孟子》实地教学，让
学生了解木铎金声的千年儒学传
统；湖南高校，可往岳麓书院开
展科举文化教学，让学生体验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湖湘文
脉；贵州高校，可往阳明洞开展
心学研学，体知“龙场悟道”的
哲学智慧。秦淮河可以让南京学
子体会王士禛“十日雨丝风片

里，浓春烟景似残秋”的复杂心
绪，镜湖可以让绍兴的学子倾听
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
无改鬓毛衰”的游子心声，天生
桥可以让贵阳学子倾听王阳明

“移放长江还济险，可怜虚却万山
中”的不遇愁思。在文化基地深
入开展研学活动，也有利于赓续
源远流长的华夏美德，如屈原祠
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大禹庙中的
仁民爱物精神，武侯祠中的君仁
臣忠思想等。

用文明的视野看文学，在广袤
的华夏大地上溯源中华文明的突出
特性。文学教育必须以“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为指导，从中华文明的大视野
看待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通过
文学基地研学的方式，课内课外良
性互动，古籍文献与出土文物相辅
相成，多形式、多角度讲清楚中华
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以连续性为
例，2024年是甲辰龙年，龙文化在
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且传承
有序，从未断流，汉语词汇中的潜
龙勿用、飞龙在天、龙腾四海、亢
龙有悔等观念深入人心。龙意象最
初出现在文化典籍《周易》之中，
乾卦六爻均与龙意象息息相关，且
反映原始先民对东方苍龙六星运行
规律的认识以及观象授时的天文学
知识。《周易》爻辞的年代，学界
一般认为不晚于西周初年，则龙意
象在中华典籍中已经连续传承了
3000多年。如果我们把研学的基地
设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上，就会

发现龙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已经存续
了6400多年。西水坡墓葬考古发
现了我国迄今为止时间最早、体型
最大、形态最逼真的蚌塑龙形图
案。传世典籍与考古文物都足以证
明华夏龙文化的连续性，我们也有
足够的实物证据、足够的文化自信
宣称我们是龙的传人。中华文明的
其他四个特性，我们也可以通过文
化基地研学的方式讲清楚、论明
白。我们在国家版本博物馆研学，
可以通过活字印刷术的先进技术讲
清楚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我们在茂
陵博物馆研学，可以通过汉武帝的
丰功伟业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统一
性；我们在紫金山天文台研学，可
以通过中西方天文仪器的同列并陈
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我们在
昭陵博物馆研学，可以通过唐太宗
抵御突厥入侵的历史讲清楚中华文
明的和平性。

古典文学教育应该充分发挥研
学基地的辅助性作用，将文学文本
的载体多样化。

在基地研学的过程中，接受传
统教学方法的启迪，将教学方法多
样化。深入开展文化基地研学，也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有助
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因
此，深入开展文化基地研学，是古
典文学教育的重要辅助，也是激活
古典文学课堂的重要方式。

（作者系贵州大学文学院教
授、副院长兼副书记，贵州大学教
学名师）

执教《最后一次讲演》，按
寻常习惯，学生当堂提问。一学
生问：“为何是最后一次讲演？”
这样的问题，本不是问题，但学
生却把它当作了问题。于是我
问：“谁来帮着解答？”一男生站
起来说：“因为闻一多先生做完
这次讲演后被暗杀了，所以成了
最后一次讲演。”我问他如何得
知，他有点吃惊地说：“注释就
有啊。”

接下来有学生问：“李公朴
为何被暗杀？”

这个看似浅显的问题背后潜
藏着阅读的困境——在当下碎片
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普遍存在

“扫描式阅读”的病症：习惯在
文本表面滑行，既缺乏整体感知
的耐心，也丢失了深度追问的勇
气。日本教育家佐藤学说，课堂
应成为交响乐团。教师需要做
的，是当好那个举着指挥棒的
人。

于是我说：“请你们再读读
文章，然后再提问。”学生很听
话地埋下头，翻阅着课文。

几分钟后，学生继续问：
“演讲中悲愤的情感是如何体现
出来的？为什么我读课文有一种

现场感？”
没想到学生提问的质量越来

越高。实际上，发现问题比解决
问题更重要。孩子的发现源于阅
读。教学如果轻视了对教材的阅
读与思考，那是多么遗憾的事
情！语文如此，其他学科亦如
是。

面对学生的这些问题，课堂
如何有效组织呢？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尝试构
建学生的问题链。于是我抓住

“为什么我读课文有一种现场
感”这一问题展开教学：闻一多
先生在哪里演讲？追悼会上有哪
些人？面对不同听众该如何表
达？当学生发现称谓在不断转换
时，他们渐渐走出课文，开始培
养读者意识。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另一次
《最后一次讲演》公开课。

那天上课暴雨突袭导致停
电。我说：“今天停电了，我想
请一位同学到讲台上来说说此时
此刻的心情！”学生们面面相
觑，无人敢举手。我请旁边的一
位女生上台，她很不好意思地走
上讲台，说不出半个字。

教师对教学要有一种天生的

敏感，这种敏感来自对学生的细
微观察。上述情形，在教学中并
不鲜见。很多时候我们把它视为
简单的问题，忽略不计了。教学
中的问题，有学生提出的问题，
亦有学生暴露出来的问题。学生
胆小不敢发言的简单问题，实则
并不简单。

好的课堂，不应放弃让学生
成长的机会。学生不敢上台，上
台后不敢说话，归因于平时训练
不到位，学生的自信没有得到培
养。

在后续教学环节，我非常重
视学生到台上模拟演讲的训练。
他们由开始的不敢，到后来好几
位学生举手上台。下课前，那位
女生勇敢地走上讲台，激情洋溢
地总结了本节课，比之前进步显
著，学生们报以热烈掌声。

学生的问题是学情的具体呈
现。简单的问题背后藏着不简单
的原因。有的学生没有认真阅读
的习惯，对阅读浮光掠影，教师
就应放慢节奏培养细读的习惯；
有的是因为知识根基不牢，教师
就当搭建温故而知新的脚手架；
有的是因为能力训练不够，暴露
出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教师就

要极有耐心地纠偏、纠错，使之
进步。好的教学，应根据学生的
问题，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教学
进程。

课堂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场
域。若一味追求教学进度，忽视
学生看似简单的问题，错失他们
进步的机会，长此以往，对学生
难免就是一种伤害。

课堂现场最珍贵的东西，往
往潜在于那些被忽视的“简单问
题”里。教师的责任，是让每个
看似稚嫩的问题都能在思维土壤
中生根发芽，让每一次显露的问
题都转化为成长的契机。那些停
电时刻的微弱火花，那些重读课
文时的豁然开朗，都在印证一个
道理：最好的教学不是解答问
题，而是发现问题、点燃问题
——让每个疑问都成为照进认知
黑洞的光束，让每次沉默都化作
思维跃迁的踏板。这或许就是课
堂最动人的样子：在简单处见深
邃，于无声处听惊雷。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
授、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教育部
“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

来源:中国教育报

如何把课上得有意思
李末

教师如何才能快速赢得学生的喜
欢呢？很简单，课上得有意思，再加
上不拖堂，就基本可以了。

课上得有意思，其实并不容
易，它需要深厚的学养，需要对所
教内容有精准且深刻的把握，还有
教学方面的修养等因素的融合。这
其中的关键在于教师要把所教的知
识逻辑搞清楚，进而“在知识面前
保持自由感”。

吃不透所教的知识，是很多课失
败的主要原因。一个“透”字，会难
倒很多教师，而“在知识面前保持自
由感”，则要把吃透的知识与个人生
命气质以及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并游刃
有余，这就更难了。

课上得有意思，要重视学生的自
学，也就是要促使学生先自学，教师
要在学生先学的基础上教。“先学后
教”本是一个常识。针对一个内容，
学生先自学，有所领悟，教师在这个
基础上再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学生
自学的最高点是教师教学的起点。这
符合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
论。维果茨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
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
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
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
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两者
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教学应
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学生提
供有适当难度的内容，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发挥其潜能。

但现在很多课堂并没有真正重视
学生的自学，严重低估了学生自学可
以达到的高度，只让学生自学一些非
常基础的内容，并且对学生的自学过
程缺少跟进的培训与指导。这就致使
课堂从一开始就在低层次打转，一些
内容学生自己学基本就能学会，教师
却在课堂上投入很多时间，这怎么会
有真正的学习发生呢？

课上得有意思，要能恰如其分地
对学生进行激励。日常听课，发现有
些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表扬非常形
式化和泛化。对学生的激励不能仅是
表扬和奖励，尤其是表扬和奖励过于
形式化、肤浅化和泛化，往往会适得
其反。其实，最好的激励是在学生学
习过程中引导其克服困难，并在此过
程中高要求、细跟进。当学生真正取

得了进步和突破，再给予真诚的认可
和称赞。这时激励的力量才能更好地
发挥出来。所以，激励的关键是引导
学生真正克服困难并给予适当帮助。

当然，课上得有意思要有一个前
提条件，就是要认真备课。认真备
课，除了我们一贯认为的那些好处以
外，还有一条关键好处往往被忽视
——通过认真备课，灌注和滋养对所
传授知识的信念感。教师有了这种信
念感，学生就会不自觉地被吸引，整
个课堂就会更容易形成一个生命在场
的场域；有了这种信念感，学生就会
感受到教师那种笃定的信心，以及蕴
含在其中的饱满情绪，从而使自己求
知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并卷入其中。这
种对知识的信念感从哪里来？好好备
课，把知识纳入自己的认知结构，理
解透彻并深信不疑。

课上得有意思，除了自己努力
外，也可以与同事一起努力，也就是
说，整个备课组的集体备课也很重
要。一场成功的集体备课或者集体教
研需要哪些先决条件？

一是全体教研成员要有秩序意
识。不是漫无边际地说，或者说着说
着旁逸斜出，而是每个成员都在主持
人的引导下有边界、讲秩序、有时间
自觉意识谈出自己的观点。

二是每个成员都有开放自己的意
识。开放自己是产生真正碰撞的基
础，而没有这种碰撞，就不是真正的
教研，只是把人聚在一起自说自话。

三是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的美好朝
向。有了一个美好的朝向，教研就会
朝着大家都期望的道路前进。反之，
部分成员的冷漠会毁掉教研。无论什
么事，往好处想，朝好处做，就会得
到很好的结果。

四是有不把问题解决决不罢休的
决心和行动。一个问题，备课集体务
必要解决透彻，直到拿出看得见的结
果。只有这样，教研才是有实效和通
透的。

说到底，教研成功与否最根本的
取决于参与教研成员共同努力架构的
一种关系。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启
新实验中学、八一中学校长)

来源 :中国教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