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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8日，全国真语文

系列活动在湖南张家界

天门小学举办。真语文总顾问魏书生，

真语文大师张赛琴，真语文教研专家王

土荣、何郁，真语文名师陈成龙、冯渊，以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一线教师、教

研员和语文教育专家参加了活动。

此次是真语文活动首次走进湖

南。张家界市教育局局长彭红对真语

文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语文教育

是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基石。真语文

走进张家界，对我们更新教学理念、探

索语文真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

家界市永定区教育局党组副书记覃正

云说：“教育本来就是一个求真的实

验，真语文系列活动抓住了语文教学的

核心——‘真’。”活动中，张家界市天门

小学成为“全国真语文培训基

地”，张家界市教育局被授

予“全国真语文·真教育实验

基地”。辽宁沈阳实验学校、

张家界崇实小学北校等6所学

校成为“真语文·真教育实验

学校”。

开幕式上，主办方通过播

放宣传片展示了真语文两年

多来的足迹。真语文总策划、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引用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话“千教

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来阐释真语文基本理

念。他说：“真语文就是语文，

以语言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基础，以学

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真语文

的真谛，最简单的概括就是说真话、写真

文、诉真情，教会学生做一个真实的人。”

张家界站活动包括真语文大讲堂、

真语文示范课、真语文研讨课、真语文

实验校论坛和真语文微课大赛五大板

块。在大讲堂中，真语文总顾问魏书生

做专题报告《语文教学的真谛——教人

求真 学做真人》，他结合自己多年教学

经验阐释了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和实

现方法。真语文大师张赛琴以《认清小

学作文的特殊性》为题，深入阐述了如

何开展小学 作文教学。同时，张赛琴还

执教了六年级作文示范课《学会观察》，

为老师们呈现了生动精彩、真实可学的

写作课堂。大师们深入浅出的报告、行

云流水的教学，让与会老师受益匪浅。

在研讨课板块，全国真语文名师冯

渊、陈成龙，真语文教研专家何郁分别执

教《台阶》《沁园春·雪》《卖炭翁》，展示了

中青年名师风采。张家界天门小学教师

胡玉琴、浙江长兴吕山中心小学校长黄

玉平分别执教《杨氏之子》《用心灵去倾

听》。其中，黄玉平以从容的教态、扎实

的训练，博得现场老师喝彩，被评为“真

语文之星”。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无论是

在微信互动大屏幕上，还是在课后点评

环节，老师们都踊跃发言，积极提问，充

分体现真语文“真评”特色。

在真语文实验校论坛中，来自山东

章丘第二实验小学、广东江门新会圭峰

小学、河南内乡第三小学、辽宁大连开发

区松林小学的代表介绍了各自践行真语

文的经验与成果。此次还举办了全国真

语文微课大赛华中分赛区的比赛。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教育部（国家

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中国语文现代

化学会语文课程与教材研究会、湖南张

家界教育局主办，张家界永定区教育局

承办，张家界天门小学、永定区崇实小

学北校、全国真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协

办。真语文还将继续走进湖北、重庆、

广东等地，欢迎登录真语文网（www.

zhenyuwen.org）了解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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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教好真语文？北

京大学陆俭明教授

认为，遵从汉语特点和规律教语

文是一条很好的路径。循着这一

路径，可以探寻到语文教学的本

质和规律，真正实现语文教学返

璞归真。微课大赛评委会微课大赛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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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立德树人系列活动——开展真语文大讨论

汉语有哪些特点和规律？如何依据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教学？这是开展语文课堂教学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也

是教真语文、真教语文的重要基础。真语文强调，遵从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教学，是语文求真最基本的路径。循着这

一路径，可以深入探寻语文教学的本质和规律，从而真正实现语文教学的返璞归真。

围绕上述问题，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认为，要将真语文落到实处，必须遵循汉语的特点和规律开展教学。为

此，他提出应该从孩子自然习得母语口语的过程和我国古代私塾语文教学的经验中借鉴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语

文教学要引导孩子大量阅读，大声朗读，背诵佳作，努力认字、炼词、选句，不断由模仿写作到有创意的写作，不断积

聚、丰富汉语书面语的语感。

江南大学吴格明、江苏师范大学尹逊才、吉林教育学院王鹏伟也结合其学术背景谈了各自的看法。他们或从

宏观层面论述了遵从汉语特点和规律教语文的理据，或以汉语的音乐性特点、汉字的象形特点和构形规律为切入

点，从实践层面探讨了相应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希望这些讨论既能在理论层面引发读者朋友深入思考，又能在实

践层面为大家提供具体的参照。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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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真语文落到实处
——循着汉语特点和规律的路径教学

北京大学 ▷ 陆俭明

语文素养是国民素质的根基。20 世纪 90

年代，鉴于国民语文素养与水平整体下

滑，全国掀起了中小学语文教学大讨论。2012 年

11 月，《语言文字报》和《语文建设》又发起开展真

语文大讨论。全国广大语文教师和关心语文教育

的社会各界人士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提出了不少

真知灼见，普遍认为语文教学要回归本真，但是，

真语文怎样才能落到实处，似并未取得一致的、明

确的共识。如今《语文建设》以“遵从汉语特点和

规律教语文”为选题，开展新一轮语文教学改革讨

论，这个想法很好，循着这一思路，会有助于真语

文落到实处。

一

在探讨如何遵从汉语特点和规律教语文之前，我

们可以先改变一下探求的思路，思考一下：我们为什

么要送孩子进学校读书？我想这对讨论可能会有些

帮助。

大家所以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去读书，首要目的

是能让孩子识字，逐步学习、掌握母语书面语。因为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不断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历

史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和道德品行教育；也只有

这样，孩子才能传承中华文化，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不断接受真善美的熏陶，将来长大能为国家的建设

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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