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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师风采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永康应邀前来我校讲学 

 2014 年 9 月 17—18 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刘永康教授

应我校继续

教育学院和

中文系的邀

请，前来我校

为我校承办

的“国培计划

（2014）”—

—陕西省农

村中小学青

年教师学科

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初中语文学科培训班讲授《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格

式塔整体性原则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误区与对策》等 3

个专题培训课，并在安康市汉滨区初级中学以《简笔与繁笔》为例讲了一堂生

动的中学语文教学示范课，受到学员和旁听教师的热烈欢迎。 

 在《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专题培训中，刘教授首先从阐释符号、符

号学、符号论美学的性质入手，引导学员改造语文教学思维理念与方式。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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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中学语文的阅读活动是以语文文本的阅读为中心展开的教学活动，而中学

语文文本通常是古今中外文化的典范之作，它们不仅是学生学习母语的范本，

同时也是富含着人文内蕴的文化读本，以符号美学的观点来看，它们以也是一

种符号，这种符号的能指是外在的语言形式，其所指是这种语言形式所揭示的

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内涵的实质乃是人类生命活动历程的体现。符号美学正

是从生存论的高度揭示艺术作为一种符号形式的本质，其关于艺术的理论有利

于我们从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度来体认语文文本的实质，从而帮助我们以一种新

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阅读教学活动，使语文教学走出传统阅读的误区，找到一

条真正有效的阅读之路。他指出，中学语文阅读课文的“本文”使用汉语符号

系统所组成的，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吸收和处理实用信息的能力，训练学生破

译汉语符号的“本文”，也就是培养阅读能力。之后，根据言语智能是“习得”

和“学得”相结合的产物，力求从“教”和“学”两方面使现代语文教育理念

操作化，刘教授通过大量中学语文文本示例的合作探析，把学员带入运用符号

论美学解读文本的教学情境，引领学员真实地体验运用符号论美学解读文本的

魅力和方法，享受提升学科教学技能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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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式塔整体性原则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专题培训中，刘教授在阐释

格式塔整体性思想的内涵、方法之后，深入的探析了格式塔整体性思想在语文

教学中运用的

思路。他强调，

在教学中一定

要始终把课文

看作一个整体

网络，引导学

生阅读课文必

须重视文本的

整体性，从解

词释义到课文

分析，都要考虑整体性质（即格式塔质）对部分的质约关系，体现字不离词，

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决不能用冷漠的理性分析取代辩证的语言感受，用枯燥

繁琐的题海抽筋剥骨，扼杀文章的气韵和灵动。他希望学员在教学中切忌特别

注意作品结构的协调完整性和作品结构的协调完整性，不能肢解有机整体，断

章取义地说教，分段只是认识整体性质即格式塔质的一种手段。在教学中，刘

教授把理论阐释与学员练习、解读示范、互动探究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激活了

学员对自己教学实践的积极思考，把学员的教学思路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学员认为本专题培训对自己的教学思维模式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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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新课程的误区与对策》专题培训中，刘教授分析了实施语文新课

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学员客观反思他们自己的教学行为。他把这些问题

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在课程目标上，偏离“整一性”；二是在教学关系上，

片面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放弃教师的主导作用和责任；三是在教学

方法上，否定接受学习，夸大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的作用；四是在教学手

段上，过分强调与依赖多媒体；五是在教学评价上，有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

并运用大量实例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说明，指出了存在种种问题，探析了导

致问题的主客观原因，使学员真正客观清晰的认识他们自己，为改造教学理念

和教学行动指明了路径和方法。他指出，要走出课改实践的误区，一是要教师

彻底转变教育理念，真正让新课程理念变成实施新课程的行动指南。二是要正

确处理师生关系，新课程改革提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和指导者，

表明学生的主体地位恰恰是在教师主导作用下确立的。 三是要灵活运用教学策

略，针对教与学在动态变化过程中采取相适应的科学教学行为准则和教学运作

方式。四是合理改变评价方式，一定要改变过去把中高考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

的唯一标准，要建立多元的全方位的综合的评价体系，既体现面向全体学生，

促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同时又使不同类型学校的办学积极性都能得

到鼓励。他强调，课改是框架，是方向，是指导，是目标，不是“1+1=2”的标

准化实验手册。教无定法，不能强求某一方法，而全盘否定另一方法。比如“自

学方法”好，但不能每一节课，每一个内容都必须用。同一内容、多种教法，

多种学法殊途同归。因此，我们上要在吸取过去经验精华的基础上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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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课程一起成长。  

刘永康教授是四川省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特聘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

委员会委员、全国首批国培专家资源库专家、全国首个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国家

精品课程负责人、全国语文创新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语

文教学法专业

委员会理事、

全国教师教育

研究中心副主

任、四川省中

学语文教学研

究会理事长兼

学术委员会主

任、四川省高

考语文命题组

组长，发表学术论文 200 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与教材近 30 种， 教学与科研成

果获得省部级一等奖 5 次，二等奖 3 次、三等奖 1 次，特别是对语文新课程改

革进行力系统全面深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著名语文教育专家 于漪在给

李华平教授的的短信中说“刘永康教授一辈子钟情语文教育，从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高度执著探寻教育规律，果实累累，恩泽莘莘学子，可敬可佩。”    

学员对刘教授的三个专题培训课和两学时教学示范课评价很高，非常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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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的治学精神，十分向往刘教授的教学风范，特别认同刘教授的语文教育

思想，表示一定要深入体会、努力实践，把培训成果内化为教学智慧和能力，

落实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带动同行有效专业发展上。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华平应邀前来我校讲学 

 

 2014 年 9 月 16 日，教育部“国培计划”项目培训专家库专家、四川师范

大学教授李华平应邀前来我校为“国培计划（2014）”——陕西省农村中小学优秀

青年教师学科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初中语文学科培训班讲授《从文本解读的专业

性看阅读教学的有效性》专题培训课，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认为李教授的培

训课符合实际，实践性很强。 

 李华平老师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硕士生导师，教师培训学院副院

长，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科研创

新团队负责人，

中国高教学会

语文专委会教

师教育研究中

心秘书长、全国

学习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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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兼任教育部国培方案评审专家，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主要承担“语文教学论”、“语文教师技能实训”、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新课程语文学习方式研究”、“新课程背景下的

文本解读”等课程教学，《语文教学设计的“召唤结构”》、《语文新课程实

验误区检讨》、《语文新课程标准理念缺陷探析》等论文深入地研究了语文教

改实践的问题与策略，承担完成“西方方法论与中国语文教育改革”，“高中

语文课改与教师培训”、“高中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等多项省部级以上教育

科学研究课题，长期承担中学语文教师学科能力提升培训和技能实训，具有丰

富的培训教学经验与智慧。 

 李教授首先从对教学有效性的追问入题，全面深入的引领学员觉解了教学

有效性的深刻内涵。他指出，教学有效性要从“教的有效性”和“学的有效性”

等两个维度全面考察，只有教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教师教得好，学生

并不一定学得好。他从教什么、怎样教、（实际）怎么样等方面细致分析了教

学有效性的多元教学要素，学员感到对他们自己改造语文教学思维模式和思维

境界非常实用有用。此后，李教授在阐释有效性的阅读教学理论的基础上，采

用案例研讨、学员练习和互动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探究了远离文本、走过

文本解读生活代替解读文本、以导引语代替学生解读等诸多问题的归因与对策，

引领学员体验了“文本解读的专业性”理念、思路与技巧。他强调，文本解读

的专业性决定阅读教学的有效性，要有解读文本的真功夫，告诫学员教学生学

会理解作者的理解，理解作者在特定场合、特定情境、通过特定文本表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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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点、这一种、这一方面的理解，拓展延伸理解要与文本深度对接，他希

望学员教学生学会尊重文本，亲近文本，直面文本，走进文本，沉入文本，注

重情感体验，通过文本认识世界，凭借文本发展思维，从文本中获得审美体验

的愉悦。李教授还以杨绛先生的作品《老王》为例，紧扣文章结尾最后一句的

关键词——“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运用各种文本解读方法，

对全文进行解读，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为学员们做示范，引导学员们掌握如何

全面、深刻地解读文本的思路和方法，帮助学员不断提升文本解读的有效性。

他以“生活因语文而精彩，生命因教学而灿烂”这一句富有激情的话语结束教

学活动，学员颇受感染。 

★ 国培感悟  

       一缕清新扑面来  万千甘露润心田 

          ——我对“国培”的最初印象 

 徐富华（ 商洛商南富水镇初级中学语文教师） 

 

学习可以提高一名教师自身的专业水平，我有幸在安康学院参加了此次“国

培计划（2014）——陕西省农村中小学青年教师学科技能提升初中语文学科研

修班，作为一名学员，首先我要感谢学校领导给了我这个机会，感谢国家对我

们的义务培训，还要感谢安康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管理，

优质的师资队伍，细致周到的后勤服务与保障，让我们踏实、放心地学习，我

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认真学习，积极交流，尽自己最大努力提高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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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自己，并把所得带回去，与同县同仁同分享，不辜负各级领导的期望。 

虽培训学习只进行到第二天，已让我深深感受到安康学院浓浓的人文气息。

9 月 14 日，我早上 6 点坐车，下午 5 点半到达安康学院，即刻工作人员就为我

优先安排了食宿，晚上院长一行亲自到各宿舍慰问，安排注册。9 月 15 日上午

的开班典礼在学院宽畅的大会议室举行。学院书记、院长、首席专家，教学和

生活班主任等全部参加。学院成立了组织严密的培训机构，组建了阵容强大的

师资队伍，聘请了多名省内外教授、专家、教学名师，保证了教学质量，有效

提高培训效率。此外，还安排了课外活动，有效地缓解学员培训学习的疲劳，

让学习生活化，生活有学习。从培训安排上及与班主任交流获息，学院在培训

内容方面，紧紧围绕实施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语文课堂教学的实施，

本着贴近教学贴近课堂，贴近实际的原则，科学设计培训方案，优化教学内容

的配制。开班典礼后，生活班主任下发培训手册，结合《学员管理手册》组织

学习了各项管理制度，并就安全问题做了重点强调且与学员签订了《安全承诺

书》。选举班委及时为学员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教学班主任结合《学员学习指

导手册》引导学员预知学习培训内容，明确考核评价标准，严格要求学员，完

成培训任务，提高自身素养。 

15 日下午，安康学院副教授、高级礼仪师邸玲为我们解读了《教师礼仪与

职业形象塑造》，这是我接触的第一堂礼仪课，对我启发很大，使我明白了应

做内外兼修的气质性示范性教师。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

国无礼则不宁。”许多专家在呼吁，国家也强调礼仪的重要性，教师作为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国家教育方针的执行者，必须承担起这份重任。在外部环境我

们不能轻易改变的前提下，作为教师的我们以礼正身，以范引领无疑是一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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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方法和途径。邸教授以扎实的功底，渊博的知识，规范的示范，以旁征博

引，深入浅出的方法，以豁达、阳光的人格魅力，让我们如浴春风，心领神会，

牢牢记住了礼仪的核心是尊重。尊重他人要做到“三心”，即恭敬心、仁心、

爱心，了解了教师礼仪的表现及标准。我认为教师礼仪不仅关系到教师个人的

声誉，更关系到一个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的形象，还关系到德育、美育的传

承，理应严格规范。 

16 日，四川师大教授，国培专家李华平为我们做了《从文本解读的专业性

看阅读教学的有效性》的专题讲座，非常感谢李教授不远万里为我们传道授业，

为我们化解阅读教学的软助。文本解读的专业性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我们做得

来，你们不一定做得来；二、有解读文本的真功夫；三、解决文本不等于解读

生活；四、解读文本首先直面文本；五、走进文本；六、解读文本要注重情感

体验；七、解读文本要占领制高点。从中我还学到了“一语立骨”、“抓反常

处”等许多解读文本的方法，反思中，我也认识到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或问题。

我会结合李教授的专业化解读文本的思想进行矫正，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李教

授风趣幽默，极富激情的风格让我深受触动，我们应珍惜自己的职业，快乐地

生活，愉快地教学，对自己，对学生，对社会负责。 

授课中，两位教授还与我们互动，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互动中我也提出了

自己教学困惑：语文教学中，我们如何注意语文教学的阶段性，把握分年级教

学的梯度（应注意人的发展性）？ 

在培训中，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专家，教授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会加倍

努力 ，认真听讲，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多翻阅资料，及时反思，取长补短，

净化心灵，出足力，充足电，做一粒饱满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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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若在  梦就在  希望就在 

—观摩刘永康教授示范课有感 

华枝（旬阳县构元初中语文教师） 

 

 9 月 17 日、18 日，我静心聆听了四川师范大学刘永康教授的讲座，了解

了格式塔整体性原则和符号论美学在语文教学上的应用和实践。刘教授不仅给

我们提供了精准的专业理论，更提供了方法和课例。18 日下午，在做了一个多

小时的讲座后，70 岁的刘教授又拖着病体匆匆赶到汉滨初中，给我们上了一堂

示范课《简笔与繁笔》。 

这堂课分为两课时，第一课时以作文需要什么样的简笔和繁笔展开，第二

堂课学习议论文的写作和阅读方法。 

刘教授根据自然段的顺序，很快引领学生理清了思路，明确了什么是简笔

和繁笔，简笔的妙用，繁笔的妙用和怎样合理的使用简笔和繁笔。在理思路的

同时，刘教授紧扣关键词，例：第一段中的“紧”字，具体分析“紧”的作用、

意味，指导学生结合《水浒传》原文的相关情节来解读。这就是《符号论美学

与阅读教学》中所讲的“语言不是孤立的，与各方面都有联系，把语言和一定

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要发掘句子背后的实用信息”的方法。这样，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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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探讨，很快明确了“紧”字“渲染紧迫的气氛，推动了情节发展”的内涵。 

在第二课时的学习讨论文的写作，阅读的方法中，刘教授设计的是以问题

导读，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解决疑难。他先和学生归纳了议论文的中心

论点，分论点、论证方法（举例、引用、对比）。然后让学生学习文中举例论

证的方法。以文中的“说明简笔之妙的两个事例能不能去掉其中一个？”的问

题展开。学生探讨未果时，刘教授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提示学生阅读开头段落，

学生找到了答案是与“力求数字乃一字传神”照应，以此自然归纳方法：左顾

右盼，瞻前顾后，然后层层深入，使学生的思维在一个个疑问的蓄势铺垫中提

高、升华，在探究学习中掌握了阅读和写议论文的方法，也为我们老师们解决

了阅读教学与作文教学中的疑惑。这也验证了格式塔原理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功能，也就是说理解课文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即由整体到局部，分析段落

不能孤立进行，必须注意到段落的内在联系，尤其注意每一段落的整体中的作

用和意义了。 

刘教授还善于鼓励学生在疑问中思考，在思考中探索，教给方法，升华结

论。这样落实了基础知识，提高了阅读能力，也给我们提供了阅读与作文教学

同步的教学范例，明确了教学中怎么体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明白了现在学

生为什么不喜欢学语文、不喜欢读名著的原因，是除了社会的快餐文化和网络

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冲击外，更多的是课堂缺少吸引力，我们教师常常把一篇篇

美文分析得支离破碎，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性地阅读，没有展现文字原来的

魅力。如果我们的课堂能像刘教授的语文课这样鲜活灵动，意蕴深远的话，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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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学生不爱语文？不爱这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 

刘教授让我看到了一个语文教育者的丰厚底蕴，他已年过古稀，但他的博

学与好学，他的钻研精神与学科专业精神让我敬佩，让我感动。虽然我们只相

处了短短两天，但刘教授每节课都是尽心尽力，他强忍着自己的病痛尽量延长

讲授的时间，想传授给我们更多的知识。他担心我们没有机会看到相关的教育

名著，就把讲义的完整电子版拷给我们……刘教授这种无私奉献的品行更是值

得我们每个语文人学习的。 

心若在，梦就在，希望就在。我们坚信，只要努力，就会前进，“站在大

师肩上登高”，扬起语文教育家的理想风帆，书写语文教学人生的辉煌篇章。 

 

 

走专业发展的道路，让语文教育更精彩 

——听李华平教授报告有感 

李记荣（西安市高陵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第一次来安康，终于迎来了持续半个月缠绵秋雨中的第一个晴天，这让我

心情很是舒畅，而今天听完李华平教授的讲座，更是受益匪浅！这次国培虽然

路途遥远，远离家人和校本研修的同伴半个月，但我觉得非常值得。 

在课堂上，我被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华平老师的精彩教学所感动，被他的

新思维、新方法深深地吸引住了，像小学生般认真地听课。李教授有关文本解

读专业化的方法，为我的语文教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原来语文还可以这样

教，这篇课文还可以这样解读。我认真地做笔记，希望把这些好方法带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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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学校，将其传播开，让更多的老师受益，让更多的学生热爱上语文。 

李教授从“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入题，从作为知识的文本解

读方法谈起。他认为，文本解读方法是知识，从知识分类的角度来看，文本解

读方法是程序性知识、原理性知识、言述性知识；就文本解读而言，教师“应

该教”、学生“应该学”的主要是文本解读的知识——原理、策略、方法与技

能。李教授接着从借鉴中国古代的文本解读方法、借鉴西方近现代的文本解读

方法、创造文本解读的方法三个方面，条分缕析地阐述了文本解读方法知识开

发的途径。 

在李华平教授看来，教师要具备文本解读的专业性，而文本解读专业性的

表现：1、我们做得来，你们不一定做得来；2、有解读文本的真功夫；3、解读

文本≠解读生活；4、解读文本首先是直面文本；5、解读文本的关键是走进文

本；6、解读文本要注重情感体验；7、拓展延伸要与文本深度对接。另外我们

还应改变教学中解读文本僵化和随意性过大的问题。比如，长久以来《背影》

都被解读为父爱和买橘子这部分写得生动具体，这样的解读要么是完全不符合

常理，要么是解读不到位。对文本的解读应该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而不能那些

胡乱的解读认为是有新意的大加赞赏，全然不顾已离文本千里之遥了。还有一

点就是在解读文本时要尊重自己的常识。你拿到一篇文章怎么读，或者正常人

怎么读，你就应该引导自己的学生怎么读，而不是一味求新，求创造性的解读，

把阅读抽象化，而离开了文本本身。当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素

读，读出自己的理解与不甚理解的地方；然后应该查资料，搞清楚名家的观点

和态度；接下来应该分析学情，什么是他们应该知道的，什么是他们可能不知

道的（自己的学生，这一点不会太难），确定了教学的终点（教学内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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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进行备课，才去考虑教学的方法与手段。这些方法看起来很朴素，但这不正

是语文的本真吗？   

    聆听着李教授对文本的专业化解读，吸收着他的先进教研成果，我反思着

自己的语文教学，发现自己需要学习与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李教授的

智慧源于他的专业化研究和学习，听他授课是一种幸福，能成为他的学生我很

幸运！ 

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就是一棵摇动的树，一朵云推动

一朵云，一个是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李教授的教育观点和方法唤醒我心中

更多的认知，相信我们更多的语文老师会和我一起把先进的思想、科学的教育

方法用于我们的教育，一起刻苦学习，努力走上专业化发展的道路，让我们的

语文教育更精彩，让我们的学生更加热爱语文，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传统优秀

文化！ 

★ 课外活动 
    偷得浮生半日闲——国培学员畅游安康学院新校区 

 

2014年 9月 21日，云朗风清，天高云淡，明媚的阳光驱散了多日秋雨带来

的潮湿阴霾，借着天公作美的这个好时机，在“国培计划”实施办公室的安排

下，在培训中心主任韩老师、生活班主任陈老师等的陪同与带领下，国培学员

参观了安康市高新区和安康学院新校区。 

安康学院江北新校区位于安康市高新区安康大道旁，占地 600 亩，自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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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奠基以来，江北校区建设投入资金 6亿元，完成了超过 11万平方米的教

学楼、公寓楼、科技楼等建筑物及田径场、球类运动场、道路、桥梁、景观等

基础设施；设计各类教室 122 间，学习座位 11320 个。江北新区由宁波建筑设

计研究院规划设计，依照地势，以“一湖一山一走廊”的布局构建了百年风景

大格局，被誉为安康

市建设史上规模最

大、规划水平最高的

工程。一湖即砚月湖，

湖的整体形象犹如两

轮皎洁的明月，湖边

遍植桃柳，当春暖花

开之时，当是桃红柳

绿，游人如织。一山位于整个校园的景观中心，地处教学区与生活区之间，山

上树木丛生，郁郁葱葱，从安康大道看过来，整个校园紫气氤氲，生机勃勃。

一走廊即位于砚月湖边的景观走廊，走廊为漫漫步道，两侧种植樱花，步移景

异，为学校增添了不少的艺术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