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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是一門科學──求真 

一. 關於語文教學     教學是一門藝術──創造 

             教學是一項事業──奉獻 

 

(一) 值得讚賞、弘揚之處  

1. 教師的教學基本功、語言表達藝術、組織教學能力等都不錯。 

（教師的基本功，是教師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田中的語文教師，有較好的語言教學藝術，乾淨、

準確、清晰、富有親切感、幽默感的語言藝術的不少。教學駕駑能力強、有朝氣、教養好。一

流教師教人，二流教師教書，三流教師兩樣不會） 

2. 教師的自我發展意識及素質強、勤奮、好學、善探、進取、敬業、愛生。 

（教師愛校愛崗愛生，敬業精神好，參與研討、探索的積極性高，對提高語文教學質量的關鍵問

題，有較強的共鳴感，憂患意識強，對新鮮經驗、理念敏感，關顧學生的情況，處處可見。） 

3. 師生關係融洽，教學中的情感因素體現較好。 

（聽課的班，師生關係隨和融洽，民主、寬鬆） 

4. 善於鼓勵學生，激發學生進步。 

（個個寫作，人人成功，「成功是成功之母」作用大於「失敗是成功之母」，善於發現弱點中的盲

點及盲點中的弱點。 

5. 作業佈置、批改、評點的基本環節，處理較好。 

（如貴校老師觀簿所言：「老師是認真、嚴謹及用心地批改學生的功課的。」）部份老師尤重學生

改錯，使學生知錯而恰當地改，鍥而不捨地使學生改錯。) 

6. 以學生的發展為本，成為許多語文教師的教學理念。 

（重視課堂價值取向中確立以學生發展為本的理念，較注意從講話、批改、評講學生讀、寫、說、

聽中的表現，引導他們打好日後發展的綜合素質。） 

7. 重視課堂教學質量觀中的四項基本要素： 

(１)掌握知識  (2)學習方法   (3)形成能力   (4) 提高素養、情感 

(課堂教學的語文素養質量化體現在這四點，它是綜合的、互滲的。此外，從考核素質看，就是

體現落實單元教學任務的目標所規定的素質。) 

8. 重視優化課堂教學質量的思考、認識、實踐。 

（從會議紀要、考試反思、小結研討，互動交流的環節中，我感悟到從校長到科主席到教師，都

在深入思考 (1)如何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語文學養，為日後發展打下堅實之基礎；(2)如

何切實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益，包括及格率、優秀率）（會議質量好，抓住核心問題） 

（質量是以需要為指向的）（學校培養的學生是教育質量的載體）（教育應當促進每一個對者） 

9. 進一步研究主觀題客觀化的命題方法；進一步研究試題質量分析的全面數據反饋。 



10. 對於差異大之學生，指出其缺點前，宜盡量找出其優點，給予肯定，這樣會有更好效果。（插

入作文評語之例作說明，文能勝老師就十分注意這點） 

11. 讓琅琅書聲充滿校園。 

12. 讓中華文化的氛圍更加濃鬱。 

13. 實現由「要我學」到「我要學」的轉變。（作文實現三個變化：a.由代學生改到激發學生自改；

b.由幫學生發現優劣到讓學生自己發現優劣；c.由老師要我作文到我自己要作文。一句話，「改」

為了不用「改」；「教」為了「不用教」。 

14. 語文教學如同「超巿購物」，有「目標選購」與「隨意逛購」之分，前者宜提倡，後者宜注意。

（「為我所用」與「為目標所需」要注意） 

15. 適度增加古詩文的自讀比例，提出本校的「自讀導引」計劃。（目前國家新的高中教材，文言

教材佔 50%） 

16. 每日「一剪一議」的做法，可促進讀寫。（關心時政，了解社會，拓展視野、學習評介、科學

知識） 

17. 豐富教師參考書庫，特別是讀寫、測試的資料庫。 

18. 增強理生（男生）的文化素養及增強文生（女生）的科技素養，應和諧推進。 

19. 嚴格追收功課的制度。 

20. 注意研究課文內容與時代、學生的脫節之處，考慮拉近其距離。長文短教、深文淺教、淺文深

教、舊文時教、枯文趣教之方法。 

21. 重視研究考題特點，答題技巧。 

（成功的考試，取決於四個因素：紮實的基礎＋純熟的技能＋良好的心理＋正確的策略） 

22. 語文學習的興趣動力來自哪？主要來自：(1)需要  (2)成功  (3)榜樣  (4)教學  (5)知難   

(6)測評 

23. 多進行語文學科性的競賽及開放性活動。 

24. 形成教學質量，從階段來看，包括教學設計、實施、評價三個階段，建設均注意優化。 

（如觀摩課、可否有「教學設計」發給觀課者，展開評議） 

（觀摩課可否實錄，展開分析） 

〔結束語〕 

甚麼是良好教育？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感受過人生光輝的沐浴；從來沒有走進過一個豐富而美好

的精神世界；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讀過一本令他激動不已、百讀不厭的讀物；如果一個人從來沒

有對自然界的多樣與和諧產生深深的興趣；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對人類創造的燦爛文化發出過由

衷的讚嘆……那麼，他就沒有受到過真正的良好的教育。 

──我想，在田中，能感受到上述的良好的教育。 



（二）語文教學的建議及互勉 

1 進一步強化課堂教學的價值意識、效益意識。（注意「有效教育」的原理，以學生是否有發展為根

本，強調成功在每一堂課，希望在每一個學生） 

2 進一步強化單元教學的目標理念及過程質量。（每一節課是單元質量的載體，過程質量就是總局質

量，課堂質量就是單元質量。） 

3 進一步研究單元教學目標，任務在課文、課堂教學中的指導作用及落實方法，形成知識、能力、

素質訓練、培養的結構化網絡。質量在過程中，優化在落實中，達標在課文中）（其實田中已有寶

貴的原始資料，只要研究好大綱與教材的關係，搞一套穩定的、有價值的單元知識系統，完全有

條件。它是講、測、評的重要依據，做到教有目標、講有重點、測有依據、評有標準。 

4 進一步研究語文學科的基本建設的工程： 

(1) 單元教學訓練、評估的系統。 

(如何按聽、說、讀、寫分，也可按基礎、閱讀、寫作分，然後以年級為序，逐級運行，形成

網絡、系統) 

(2) 語文優質課的評價指標及語文課型特點 

（不同課型，不同的評價標準，大家對優質課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標尺） 

(3) 語文閱讀的基本每月指引及導讀體系 

（田中已有初步條件，再逐一完善，並輔之以制度，激勵條件及保障措施。 

(4) 優質教學的案例庫 

（老師中有很多好的案例，包括習作例，講課例，測試例等） 

(5) 語文學習的活動課、拓展課、研究課的推進。 

5 進一步研究融合教師的教學特色，教學經驗，達到共享優質資源，增強合作。 

（學校有特色、教師有特點、學生有特長。老師能成名師好，不行，成特色教師是可以的。多搞

此項研究） 

6 進一步研究考試評測系統與常規教學系統的吻合性，使學與測、教與測較和諧同步，相互促進。（將

素質培養系統與測試評估系統結合，加大研究力度和實驗） 

7 進一步改進作文教學的指導、訓練、評改。做到導－寫－評結合；大小訓練結合；精改、略改、

考改結合；特別加強講評、例範，進一步用好分層評講、評議的表格。 

8 進一步學習、引進新的教學思想、模式、方法的全面發展，即身心、智力、審美意識、精神價值

等方面的協調發展，重視「有效教學」。 

9 創設了符合語文學習規律，利於有效提高語文素質及教學質量的有校本特色的經驗：（語文教學應

該走校本發展之路，田中的教學正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1) 課前短講      

(2) 指導閱讀(每年讀十本書或以上)(心得、札記) 

(3) 語文競賽（成語、辯論隊、作文比賽） 

(4) 文學創作 (文藝創作工作坊) 

(5) 預習、訓練 

(6) 生活語文 

(7) 課前小測 

(8) 自學計劃 

 



10 注意嚴抓學生語文學習的基本規範及運用教學常規。（如：課前預習－認真聽課－課後複習－測後

訂正－知識歸類－書寫規範－）（無常不穩） 

11 借助多種渠道，拓寬語文學習的空間，如網絡室的使用，引導學生從生活中學語文，用錄像的動

態畫面，引導學生觀察生活，表現生活。（借助網絡，圖書館、書展、考察，讓學生從生活中學習

語文。「語文之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正逐步體現。）（情景教學） 

12 形成課堂教學中的互動學習，合作學習、開放學習模式，體現有較生動的課堂教學情景及積極愉

快的學習。（注意師生教學中的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人機互動、人與擬體互動。所聽的課，基本

有此特點） 

13 創設拓展閱讀的機制，讓學生選書、讀書，好。（初三 40 多本書目介紹，許多學生都選讀了 7-8

本）（有書目、有指引、有管理、有激勵、有考查） 

14 學科管理工作紮實，規範，會議記錄完備，這十分難得。（從近 10 年來的會議記錄、試題集等資

料中可以看出學校教學管理的落實。） 

15 注意選編，使用補充資料。（結合讀寫，補充使用有利提高教學質量的資料） 

16 學期考試的質量分析報告，資料十分珍貴，這種做法會有好的效果。（試題系統數據及分析材料，

是寶貴的教學資源）。 

17 語文考查中引入聽的項目，這是很好的，應加強。（聽、講訓練走在國內前面，宜加強，另聽講內

容可加強功能性） 

18 讀、寫結合：（範文與寫作結合，同人之作與寫作結合）（談禮貌、中一救恩書院）（以讀促寫，以

寫帶讀，讀寫結合，多元發展是條經驗。） 

19 善引導學生做「測驗改正」，這是紮實有效的提高質量的方法。 

（人不可能不犯錯，但人可不犯重複之錯。學習有幾個層次：a.是甚麼 b.為甚麼  c.怎麼樣，至

ｃ，便很深入了）（這也是教會學生治學的重要方法） 

20 「圖書館課」的實施，是很有意義的，應堅持。（內容：(1)認識圖書館的資源設備規則  (2)介紹

圖書館網頁及使用  (3)認識圖書分類及查詢  (4)認識速讀、略讀、跳讀、檢視、認識各部分功能  

(5)認識常用搜索器的特色及不同的搜索方法  (6)認識工具書的種類及其功用，認識使用網上工具

書的方法。 

（讓田中學生畢業時，能熟練地掌握圖書館的學習方法，也是一大特色） 

21 「隨筆簿」的輪作（四人組）是一個好的交流方法。（資源共享，合作精神） 

22 「觀簿」的做法，是教師分享心得、交流經驗的好做法，也有利於互相促進。（觀課、觀簿互相結

合，這是很好的，可考慮教師資源共享，成立教師論壇） 

23 評選工作紙質量的做法，有主導作用，應進一步推廣。（對軟性作業加強硬性管理，很有必要） 

24 通過會議及有關方式，反饋教育，教學遇到的困惑、問題，讓管理者及時了解，讓大家共找良方，

好。（每次會議記錄，都有不少值得認真思考、重視的內容。） 

25 評改作文，田中已創設了一套很好的經驗：(1)適量的堂上訓練與自主的課外訓練結合。 (2)激勵

性為主的批改與定性定量的表改結合。 (3)寫前指導與寫後講評例示結合。(4)閱讀、生活、寫作

結合。 (5)點面推進結合。(這些做法，既繼承傳統，又有所創新，完善它，很有價值。)  

 

 

 

 



專家之建議：(寫作教學) 

1. 為文重主旨。 

2. 改文重效益（快、示、激、動） 

3. 寫作指導：導方法、導人生、導主旨、導語言、導重點、導思維。 

4. 平時評分，宜多指向縱向，考時評分，宜多作橫向。 

5. 評作文是幫助學生發現自己的好處，這個任務大於幫助學生發現自己的短處。 

6. 引導學生重視學生的作文關鍵，但也不能忽視語言基礎。 

7. 逐步由代學生改到激發學生自改；由代幫學生發現優缺點到讓學生自己發現優缺點；由老師

要我作文過渡到我要作文。一句話：由「要我學」發展到「我要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