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颗种子破土而出需要什么？ 

——观创知中学金卓麟老师执教《为学》有感 

 

上海市教育学会青浦清河湾中学 逄立娟 

 

【摘要】 

  教师教学素养的提升，核心是教师成长的内驱力，基础是教学理念的指导

和主题研修的历练。立足对香港创知中学金卓麟老师的语文教学研磨观课，内师

班协作教师采用比较阅读教学法和青浦实验“三实践两反思”研修模式，在主题

研修中培养教师文本解读、教学设计和课堂操作能力，让教师教学有法可依、有

章可循。通过提供“三单”学程支架和“四结合”文言文教学策略支架，改善学

生的学和教师的教：通过预学单、助学单、作业单为框架的“三单”学程手册，

为学生构建先学、带着问题的学和课后自主反馈的学的历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涵养教师“教是为了不教”的教学理念；通过追本溯源的文言结合教学，

强调文本解读、文言结合，以比较阅读贯穿教学过程，解决“文言文教学教什么”

的关键问题，既学习议论文和文言文相关知识感受中华经典的文化魅力，落实学

习品质、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价值观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在课堂，要通过搭

建公开教学展示平台，不断提升教师教学自信。 

 

【正文】 

2023 年 9月，我参与了第 20届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协作计划。在创知中

学驻校工作中，统筹主任金卓麟老师对课程的理解、对学材的整合、对突破现

有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让我想起了在上海主持的“种子计划”团队里那群朝

气蓬勃的年轻人。我想，在创知中学也可以培养一颗教学的种子。从观金老师

执教《陋室铭》的摸底，到 3月 15日金老师全港展示《为学》一课的教学，两

个多月十余节的追踪听课，金老师的课堂教学风貌有了可喜的变化。上一届驻

校创知中学内师郭明雪老师评价其教学是“脱胎换骨”，香港教育局语文支援组

前总课程发展主任梁女士认为金老师的课“很真实，高水准”。 那么，教师的



 

专业成长需要什么呢？ 

一、构建“三单”学程支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2023 年暑期，创知中学中文科教师以“君子”为初中课程主题，以君子品

格养成、语文素养、学生认知为各单元组元依据，将香港教育局建议篇章纳入

课程，初步搭建初中课程框架。认真研读课程框架后，我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

需要关注：一是单元主题有些宽泛，需要聚焦具体的君子品格养成；二是单元

选文与主题不完全相符，需要微调篇目及相关语文素养；三是文言篇目增加到

50%，与之相应的工作纸、文本解读和教学设计需要增补，方能确保准确教学；

四是一学年单元从 9个压缩至 5个，单元教学需要扩容，拓展学生阅读量。 

 

基于以上分析，我将课程主题聚焦“君子仁心涵养”，建议通过开展比较阅

读，学一组知一类；引导学生自主构建语文知识，拓宽学生阅读视野，提升阅

读深度。于是，我为中二年级构建了以预学单、助学单、作业单为主的“三

单”的学程支架，助力学生语文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学程是学生学习的历程，如图 2，给学生以明确的学习目标，并能够根据

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价。 

 

                      

 

 

（图 2） 

预学单，通过先学掌握学生学情，课上集中解决学生就近发展区的学习问

题，提高学习效率。比如文言文预学，按照词语解释、句子翻译、概括段意、

提炼主旨、提出质疑、知识链接等几个板块设置预学任务。如《为学》中虚词

“之”“何”一词多义现象较多，就会作为预学重点指导学生先学先会。预学意

在引导学生初步了解文章内容，培养学生带着任务读书的习惯，养成查阅工具

书和学会质疑的习惯。这些都是语文自主学习的必备能力。 

 



 

助学单主要有三部分：1.

课堂笔记，主要是帮助学生学

会整理学习重点，比如重点词

句的理解、中心的归纳等，强

调文章行文思路（教师板书）

的记录，这是根据课堂观察发

现学生笔记缺失后专门设置的

板块；2.参与课堂讨论，记录

讨论问题和发表的观点，为整

理观点、发言提供依据，助力

小组学习；3.当堂学习成果检  

测和反馈（图 3），及时的教学质量的评价，为师生教与学提供反思的依

据。助学单是学生课堂学习和课后复习的依据，其丰简程度反映了学生自主学

习的效果。 

（图 3） 

    作业单，体现教学评一致。文言文作业单除了注重检测重点知识外，

还设置了课内比较阅读（与单元内篇章）和课外比较阅读，拓宽阅读面，从字

词、人物形象、表现手法、主旨、作家以及写作风格等多个角度进行比较，训

练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教是为了不教，“三单”为学生构建先学、带着问题的学和课后自主反

馈的学的历程，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二、开展主题教学研修——为教师专业长搭建平台  

教师专业成长在课堂，主题研修则为教师专业成长搭建历练、展示的平

台。 

 

 

 

 



 

2024 年 3月 15 日全港教研主题是“善用学材，一体多面，在中学中国语

文科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根据香港“课程指引”和教研目标，我们选择了中

二下“笃志奋发”单元的《为学》一文。这个单元包括《学需多问》《说勤》和

两篇建议篇章《伤仲永》《为学》。单元学习目标既有对议论文和文言文相关知

识的学习，同时要落实学习品质、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价值观和感受中华经

典的文化魅力。 

 

    1.目标贯通单元教学 

金老师执教的《为学》一课体现了“三单”编写中目标贯通单元教学的原

则：单元中每一篇文章的学习目标都是在分解单元目标的基础上设定的，同时

篇章的学习目标之间形成一定的层进关系。比如，《学需多问》《说勤》前两篇

课文，主要学习阅读议论文知识要素和基本方法；单元最后一篇文章《为学》，

学生在前三篇学习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掌握论证的特点、作用，另外将《伤仲

永》作为论据辅助《为学》教学，引导学生深入学习论据间的特点和之间的关

系，体现了学材的关联性和单元教学的整体性。人文素养方面则是从学习要多

问、善问、勤奋，到《为学》强调做学问人贵立志，事在人为。这种正确价值

观的引导螺旋上升，涵养了学生的品格。 

 

教学不仅要有课时目标意识，更要有单元目标意识，将单元作为一个整体

教学，有利于老师选取学材，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阅读视野，更有利于学

生构建知识体系，夯实学科素养。金老师的这堂课就充分体现了重构学材、目

标贯通单元教学的特点，为建议篇章融入教材教学提供了范例，同时也展现了

教师在专业成长中孜孜不倦的探索。 

 

2.三实践两反思研修模式 

青浦实验提出了“三实践两反思”的研修模式：以研修主题为目标，通过

实践、反思、改进，再实践、再反思、再改进的循环上升的过程，打磨教学设

计和教师课堂操作能力，研究课堂教学改进、教师专业成长策略。 

 

 



 

这个过程对执教教师和研修团队是一个艰难而充实的过程，因此被老师们

称作“磨课”。金卓麟老师展示的是《为学》第二课时的教学思考，实际上经历

了三次七课时（第一、二课时）的试教，可见三实践中的“三”是一个虚指。

这其间金老师对教学建议、教学设计和课堂操作的整合、精益求精的修改，比

如教学语言的精准表达、教学环节清晰流畅、文言文教学的多层次朗读、如何

充分预设、点拨引导学生等有了切身的体会，希望这次磨课所得能形成他的

“肌肉记忆”，成为日常教学和教研的习惯动作。教学素养就是在这样点滴的积

累中形成的。 

 

三、坚持有理念的文言教学——为教师教学素养提升做支撑 

教学设计是要有理念支撑的。教学理念的价值在于确保教学设计是在科学

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指导下进行的。 

 

（一）追本溯源的文言结合教学 

金老师第一次试教《为学》，我的直观感受这是一篇现代文或者议论文文体

知识教学。 

 

文言文教学到底教什么？王荣生教授认为“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

体”。在文言文中，“文言”、“文章”、“文学”和“文化”，一体四面，相辅相

成。他强调文言文教学最终的落点是文化的传承与反思：着力于文言文的章法

考究处、炼字炼句处；依原则处理文言文的字词；重视文言知识的应用价值；

适时适地使用“翻译”方法；强调“诵读”，意在玩味。 

 

1.文本解读是精准教学的前提 

我们运用孙绍振教授的文本解读三层次法深入解读课文。 

 

《为学》原题《为学一首示子侄》，作者辞官回乡，发现族中几十个子学问

堪忧，内心焦灼，于是写此文教育他们做学问要懂得人贵立志、事在人为的道

理。 

     



 

第一层显性内容，通过将昏庸者和聪明者、穷和尚和富和尚作对比，论证

做事、做学问难易转化的关键是“为”，告诉子侄辈们人贵立志，事在人为的道

理。第二层隐性意脉，作者先提出观点事在人为，将昏庸者和聪明者作对比，

论证人之为学难易是可以转换的（天资不是关键要素）；然后讲述了一个穷和尚

去南海的故事，论证了做事、做学问不仅要立志，更要有行动力（外在条件不

是关键要素）。最后得出结论人贵立志，事在人为。第三层隐性意脉，作者首先

开篇提出论点，以设问的修辞引起写作对象的兴趣，第二段与第三段从内因到

外因，逐一论证为学、做事的关键在于立志，事在人为，与第一段形成了从一

般到个别，再从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思路。让子侄辈们先做好学问，再去做天下

事。严密而又别具匠心，符合中国古代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人生追求。字里行间都透出一种长辈对小辈的殷殷期盼，谆谆教导。 

 

2.文言结合是文言文教学的抓手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言文中的“文言”就是文章言志载道的载体。因

此文言文教学的精髓就在文言结合的教学过程中。 

 

经过试教、反思和调整，金老师《为学》一课采用以下三种文言结合方

式： 

(1)品词析句：抓住文章中富有特色的数量词进行品析，比如“一瓶一钵” 

“越明年”“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三个句子，金老师一个用了去字法：

“吾一瓶一钵”改成“吾有瓶钵足矣”怎么样？一个运用想象：联系“越明

年”“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这两句，想象穷和尚是如何凭借一瓶一钵到南

海的呢？殊途同归，这三处都表现了穷和尚在外在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凭

借着坚定的意志、超越常人的韧性和无所畏惧的姿态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

去实现心中的“志”，这种对理想的执着、事在人为的勇气和行动力，传达出中

国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和思想，也是作者彭端淑的殷殷期盼。读书和穷和尚去

南海没有差别，关键就是去做。这也是文言文教学的文本价值：以文化人，诗

教。 

 

(2)角色朗读：分角色朗读的前提是准确地解读词句，然后通过一定的朗读



 

技巧传情达意。“子何恃而往”这两句话上下文的角色朗读，学生体会到的不仅

是作者对子侄的谆谆教导，也会观照自己的学习，我们现在可凭借的条件这么

多，还有什么理由不学习呢？这才是触及心灵的教育，发挥文言文教学的功

能，文化的传承与反思。 

 

(3)讨论畅讲：根据福建师大赖瑞云教授的观点：文言文教学中，学生讨论 

交流可以称之为“言”,老师在学生讨论基础上做的精彩的小结就是

“文”，也就是老师的畅讲。课上，金老师对“为”字字源的解说：“标题中的

“为”甲金文像手牵象，会劳作意，本义是做事、作为。无论是开头段告诉所

论述的做了，难的就变成简单的了，还是结论强调的“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

也”，都告诉我们，做学问，学习，贵在立志，事在人为。我们既做思想的巨

人，也做行动的巨人”。这段畅讲循循善诱，鞭辟入里，画龙点睛，不可替代。 

 

3.比较阅读是贯穿教学的主线  

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过：“比较是一切思维和理解的基础，我们正是通

过比较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鲁迅先生说过：“教师愈会比较愈有益处”。学生

在比较词语、句子、语段甚至其他文本的过程中，需要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

分析、综合进而给出评价、判断，按照布鲁姆的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类，分

析、综合和评价属于“高阶思维能力”，分析和综合是思维发展与提升的基础。

比较阅读是引导学生思维进阶的有效方法。其次文章通篇以对比结构文章，选

择比较阅读符合文本特征。金老师执教的《为学》其背后的教学理念就是比较

阅读。 

 

金老师以主问题“两个和尚去南海这个故事是否有必要”为主线引导学生

进入文本学习；然后围绕这个主问题，从复述蜀鄙二僧故事，由易到难进入文

本学习；比较两个和尚去南海的异同，体会外因不是做事成功的关键，关键还

是事在人为；再回到主问题比较两个论证部分，发现作者是从内因（天资）到

外因（条件）的角度，层层递进的论证了中心论点，进一步认识论据、论证的

特点，这是对文章章法的探究。章法是作者写作的隐性意脉，即作者为什么这

样写？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为什么不这样写？这样写或者不这样写的原因，不



 

仅是为了明确语文知识或写作技巧，而是这个知识或技巧所承载的作者的写作

意图，这就是文章的隐性意脉。 

 

纵观整个教学环节，始终以比较阅读为主线，问题层层深入，环环相扣。

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两个和尚去南海的比较，其价值在于比较角度的提炼，这

是一个有思维深度的训练。 

 

 

           （图 4）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有条理的表达需要老师扶学生走一段，这个表达格式

（图 4）就是老师提供的支架，教师先做表达示范，然后扶着学生走一段：和

学生一起表述，最后放手让学生做，培养学生说完整的话。学生的思维始终处

于一种激荡活跃的状态。 

 

    金老师执教《为学》这段难忘的历程来自于他对文言文教学探索的源

动力、内驱力。在“三实践两反思”的研修历练中，有方法的文本解读，有理

念的教学设计和不断精进的课堂操作能力，磨砺的不仅是《为学》一课的教

学，更是金老师对文言文教与学的深刻理解，以及教学素养的提升。这就是教

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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