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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实施新课改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取得了很大成

绩，有些成绩有很大创新意义，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有的缺

陷相当严重。此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负

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喊得震天

响，几乎成为最先进、最时髦的口号。在这个时候有些学校并没

有盲目跟风，而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虚心借鉴西方“以学生

为中心”教育思想的好的一面，也吸纳我们传统以教为主的优

势，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主导—主体相结

合”的全新教育思想。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为了全面、深入地

贯彻课程标准与教学目标的要求，达到最理想的教学效果，就

既要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也要突出体现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作为认知主体的地位，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结合

起来，缺乏哪一方面都是有缺陷的。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的主导作用，是强调奥苏贝尔的“有意义的传递”（而不是机

械灌输）。“传递—接受式”教学不一定是机械的，“发现式”教

学也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关键是看能不能帮助学生在当前所教

新知与原有旧知之间建立起非任意的、实质性的联系。能在新

旧知识之间建立起这种非任意的、实质性的联系，就是有意义

的学习；否则，就是采用“发现式”教学，也还是机械灌输。除

此以外，我们还要把“有意义的传递”跟教师主导下的学生自主

探究相结合。为了使自主探究更有成效，教师要点拨、引导，也

要提供必要的工具及相关资源，所以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教

师完全撒手不管。我们的“基于儿童思维发展新论的语文教学

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正是基于上述教育理念。 

我们的试验旨在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进行深层次的整

合——在先进的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特别是在“儿童思

维发展新论”的指导下，〔1〕把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

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与自主探究的认知工具、协作交流

工具和情感体验与内化工具，改革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

教学结构和以词语分析为中心的语文教学观念，构建新型

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和以语言运用为中心

的语文教学观念，推动语文教学的根本性变革，大幅度提

升小学语文的学科教学质量和小学生的识字、阅读与作文

能力。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认为，5～6岁的儿童已具有强大的

母语基础（已掌握3500多个口头词语和几百种常用句型），因此

只需牢牢抓住以语言运用为中心的创新教学设计，在丰富优质

的教学资源（大多是有趣的、图文音并茂的谜语、故事、寓言、

儿歌、散文等）的支持下，运用“识字、阅读、写作”三位一体的

全新语文教学模式，就可以使学生在完全不增加课时和课业负

担的情况下，轻松愉快地在课堂上通过扩展阅读和打写词句、

儿歌及短文等活动，识字量、阅读量都成倍地超越新课标规定

的要求；与此同时，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

也得到大幅度提升，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语文教学的跨越式

发展。

我们的试验之所以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让学生（包括农

村学生）的知识技能与综合素质有超常发展，具体来说，主要

得益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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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丰富而优质的教学资源，为大量扩展阅读创造了必要

条件。

我们认为，语文学习应当特别强调在课堂上（而非课外）

进行扩展阅读，阅读内容是儿歌、古诗、优美散文、童话故事、

寓言故事和成语故事。少年儿童的本性就是好奇，就是爱听故

事、爱看小人书。多媒体的童话、寓言或成语故事是一种“动态

小人书”，对于少年儿童尤其具有吸引力。根据儿童的这一特

点，老师每次上课在深入分析本课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抓住重

点难点进行剖析，并开展多种形式的讨论，对关键问题则启发

引导学生去认真思考或小组探究，而对课文的一般内容则不占

用过多时间去讲解，因而能在每节课上都腾出一定时间给学生

自主学习——让学生利用电脑上的资料（或打印材料）去广泛

阅读那些和本课主题及教学目标直接相关并经老师仔细挑选

的材料。这样，每位学生在一节课上都有机会阅读好几篇扩展

材料（多的7～8篇，少的3～4篇）；在自主阅读的基础上，老师再

鼓励邻座学生交流阅读体会，或是组织小组探究、角色扮演、

全班讨论，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而传统的课堂教学仅仅依靠

老师讲授课文，一般不在课堂上阅读课外内容；即使偶尔提供

一些补充读物，篇幅也少，和我们试验中孩子们自主选择的多

媒体扩展阅读相比，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同日而语。正

是由于大量的自主扩展阅读，使学生每节课的识字量大大超出

传统教学成为可能：传统教学的识字量每篇课文在12～13个以

内，而在跨越式试验中每篇课文的识字量在25个字以上。由于

这种扩展阅读是完全自觉自愿、充满情趣的，所以尽管识字量

有大幅度的增加，学生却并不感觉有压力、有负担。

2．不把识字、阅读、作文三个教学环节加以孤立和割裂，

而是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语文教学的重大改革。

我们在一年级时强调学生要能尽快认读大量汉字，但是并

不过高要求学生用手书写汉字的能力。要求学生认读的汉字，

都隐含在儿歌、古诗、散文、故事、童话等阅读材料中，而且阅

读材料的内容都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或是学生在入学前就已初

步了解的。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要会念、会读、会朗诵，并

强调对内容的理解。所有生字都不要求马上能用手书写（注意：

并非不重视手写训练，只是对手写汉字能力不要求像阅读能力

和写作能力那样大幅度提前，而是严格按课标要求，将手写汉

字能力的训练分散到整个小学阶段去逐步完成），但要求学生

能将生字用电脑打出来。这样，孩子们很快就能做到会认字，

还会用电脑组词、造句、打写短文，并能顺利朗读课文。以这种

方式进行语文教学，不仅能使学生的识字、阅读与作文能力得

到全面而综合的训练，还可以使学生通过扩展阅读轻松地学会

大量的生字。结合阅读、作文来识字（而不是逐字、逐词教识

字）的好处是，既能掌握字形和读音，又能掌握字义，而且这些

生字还可通过经常性的打写练习得以巩固。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跨越式试验不像传统教学那样把识

字、阅读、作文三个教学环节加以孤立和割裂，而是将三者有机

结合起来，这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大改革与创新。如前所述，

本试验中的高效率识字教学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扩展阅

读过程同时完成——只有大量扩展阅读才能为识字教学效果的

巩固与迁移提供最理想的环境与条件。与此同时，老师还鼓励

小朋友们在阅读扩展材料以后，用电脑打写（或用手写）出自己

的感受与想法。关于电脑打写（或手写）字数的多少，老师并没

有硬性的要求，只希望学生在每次课堂扩展阅读以后，都能以

打写（或手写）方式把自己的感受与想法表达出来。老师对写得

好的学生在班里当堂表扬。于是，学生开始只能打写一两句话，

两个月以后能打写一二十句话，半年多时间就发展到能流畅地

打写出几百字的小短文，并且能在文中较正确地运用比喻、拟

人、排比等修辞手法。部分优秀学生的习作可达千字，并且言

之有物，个性鲜明，充满童趣。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就是

由于本试验把识字、阅读和作文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快速识

字以后，立即大量扩展阅读，接着就鼓励每位学生打写（或手

写），整个语文教学过程完全是以语言文字的运用为中心，而

不是以语法分析或词语讲解为中心（当然，这并不排斥必要的

词语和句型的讲解与分析）；是在真实的语言文字运用环境中

来学习语文，而不是主要通过词语讲解、句型分析来学语文。

显然，要实现这样一种创新的语文教学方式，“电脑打写（或手

写）”环节和“扩展阅读”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缺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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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打写（或手写）”这一环节，识字、阅读与作文三结合的目标

就无法实现，“以语言文字运用为中心”的语文教学思想也就难

以贯彻。在这里，“电脑打写（或手写）”实际上已成为实现识

字、阅读和作文这三个教学环节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手段，也

是促进每个学生认真思考、自主探究以及进行深层次认知加工

和促进高尚情感内化的一种有效教学手段。

3．敢于冲破权威理论的束缚，大胆实现教育理论创新，在

一年级阶段就努力将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思维能力（尤其是创新

思维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

众所周知，目前权威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认为，6岁以前

的儿童只具有基于表象的思维，要在11～12岁以后才能具有基

于命题假设的抽象逻辑思维。传统语文教学深受这种理论的

影响，所以在小学的低中年级段一般只进行形象化教学，而忽

视对学生进行逻辑思维的培养与训练。我们对这种传统观念

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观念将对我国广大少年儿童的逻辑思维

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从而大大束缚与限制我国年青一代

创新人才的成长。事实上，语言与思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

能力的发展与思维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把语言能力的培养和

思维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不仅不会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而

且可以达到相辅相成、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若把二者对立

起来，则不仅不利于思维能力的发展，也不利于语言能力的培

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试验班的余虹老师《公

鸡和狐狸》一课的教学。〔2〕

《公鸡和狐狸》一课说的是公鸡利用智慧，吓跑了想要吃

它的狐狸的故事。在第一学时中，孩子们主要学习生字。老师采

用多种方式给孩子们提供帮助，例如鼓励孩子们用这些生字自

编谜语、故事，或是利用这些生字进行反义字、形近字的联想与

比较。在学习了生字以后，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发散、联想、

想象、分析等方面的思维能力，老师向孩子们提出下列问题：

“你能帮助公鸡想出更有智慧的主意吗？”“你能想出帮助狐狸

达到目的的方法吗？”“你能帮助狐狸改邪归正，让公鸡和狐狸

成为好朋友吗？”“你能重新编一个《公鸡和狐狸》的童话故事

吗？”……学生们从这些问题出发，在本班的网络留言板上积

极发表意见，结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主意和办法，仅仅一

天时间就写出了98篇习作。在随后的两天里，还有不少学生继

续将自己的习作张贴到留言板上。余老师对孩子们的习作进行

了分析，发现孩子们的习作围绕老师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分为四

类：（1）给公鸡出主意；（2）帮狐狸想办法；（3）改造狐狸让狐

狸和公鸡成为好朋友；（4）新编童话故事《公鸡和狐狸》。孩子

们的主意和办法五花八门，各具特色，其中有不少闪烁着智慧

的火花，体现出较高程度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甚至是创造性

思维。例如，有的学生给公鸡出的主意是让公鸡装扮成得了“禽

流感”或“艾滋病”的样子；有的学生则运用“生物链”理论为

狐狸吃公鸡进行有力的辩护（关于“生物链”的概念，一般学生

要到初中阶段才具有，而他们只是一年级的小学生）。这样的

动人景象，并非只在《公鸡和狐狸》一课中可以看到，在跨越式

试验班的日常教学中随时可见。

跨越式试验班学生入学时的年龄都只有6周岁左右（一般

不到7岁），仅仅通过两年的试验就能普遍达到较高的思维发

展水平，这是传统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这促使

我们不得不对迄今为止的权威儿童认知发展理论进行认真的

审视与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主创新的“儿童思维

发展新论”。然后我们又运用这一理论反过来指导语文跨越式

试验，从而使该试验摆脱朦胧探索的被动局面，逐渐迈上科学

化的健康发展轨道，并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可见，敢于冲破传统

权威理论的束缚，大胆实现教育理论创新，这是跨越式试验得

以成功的第三个主要因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余虹收集《深圳南山实验学校小学部一年级学生网上习

作选》，2001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