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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语 文对话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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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程改革倡导教学中的多重对话关系，语文阅读对话教学方兴未艾。在教学实践中就语文对

话教学的主体、教学的过程、文本鉴赏的“一元性”与“多元性”以及语文对话教学评价等4个方面进行思考

和探索，进一步完善语文对话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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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对语文教育教学的范式提出了很多

新的见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

中)一书中也指出“通过对话和各自阐述自己的理由进

行。这是21世纪教育需要的一种手段。”伴随新课程改

革的推进。“对话”已进入到课堂教学之中。《语文课程

标准解读》在谈到本次语文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中说：

“语文教育特别需要提倡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也特别

需要注意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有独创性的理

解。”一时间。语文教学对话的公开课、研究课遍地开

花，对话热热闹闹，评课都说时髦，而学生收效甚微。诚

如郑国民教授所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对话理论视

野中的语文教育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lII因此，本文力

求对语文对话教学做一点反思。

首先。从语文教学的主体来看。靳玉乐教授给对话

教学定义为“是一种尊重主体性、体现创造性、追求人

性化的教学。”121它开辟了教学的主体性领域，即教学中

教师和学生内在相互性．是两个平等主体间的相互性

和统一性，它体现了对师生双方主体的尊重。这样一

来．师生之间不再是以知识为中介的主体对客体单向

灌输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一你”对话关系，因

此语文对话教学中师生之间是互为主体的关系。认识

到这一点。很多学者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学中教师

和学生的平等民主关系上，似乎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

语文对话教学就可以顺利地展开，笔者不这样看。从教

9币这个主体角度来看．我以为语文教师要善于找到对

话的。价值点、激发点”。所谓价值点，就是语文教师要

能从教学材料中提出有价值且值得思考对话的问题。

所谓激发点。则是能激起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的兴

趣问题。对话教学的核心是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对

话。对话式教学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认识性问题。而是能

够启发和促进学生积极思考，给学生以广阔的思维空

间的开放性问题。要发掘这些问题，就要求语文教师在

充满生命活力的教学中把握时机，既要关注学生的精

彩观念，也要重视模糊暖昧的见解，将体现主体性和个

性化的思维火花生成有利于达成目标的教学资源。再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阐释学以为对话是指双方基于自

己的前理解结构(意指对话双方在交流之前，自身知识

结构中存在的对事物的固有理解)。通过理解而达成视

界融合。尽管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不提倡追求答案的唯

一性，不提倡教师的绝对学术权威，但学生的基本知识

储备(前理解结构)可能还是崧要的，否则语文对话教

学就有可能出现“话不投机”或“无话可谈”，这样的对

话无论外表怎样的轰轰烈烈，最终不过是形式上表现，

实质上并无大的收益。

．其次j从语文教学的过程来谈。相对于传统的教师

向学生单向传授的教学过程，现代教学过程是教授与

学习统一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一种多元化、高密度的交

流过程，充满着多种多样、多层次、多维度的交流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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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流关系，这些交流不仅仅局限于师生之间．学生与

学生、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周围环境之间都存在着立体

交叉的多重交流关系。对话正是在这些不计其数的交

流中赖以存在。它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可

以面对面的，也可以是相距万里、时隔千年的，可以是

人与人的对话，也可以是人与书本或其他事物的对话。

正因为如此，有的语文教9币为了一改以往教学中对知

识的传授方法．过分地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远离文本和

教学的核心内容。为了对话而对话，忽略了传统语文教

学中一些好的做法，甚至于连一些基本的语文积累性

的训练也不敢提、不敢讲。对于这一点，温儒敏教授说

到：“语文要解决读写能力，实践性很强，必须有反复的

训练和积累，训练的过程不可能都是快乐的，甚至也不

可能都是个性化的。”“如果把人文教育弄得很玄虚，原

有的语文训练基本要求又不敢抓。或者不明确怎么去

抓，那么就更是不可把握，老师和同学都不塌实，改革

就适得其反。”耻方面。我们要充分反思在语文对话教
学的前提下是不是还应该保留一些传统教学中正确的

做法。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如何利用好“对话”来真

正提高我们的语文教学水平。

再次。从语文对话教学学习结果“一元性”与“多元

性”来看。长期以来的传统语文阅读教学，教师对文本

的作者总怀有敬畏之心。总把教材中的作品视为神圣

不可变易的典范，并引导学生以崇敬之情去赏析课文，

把教材、教参中的结论当成9币生阅读的最终结果。在对

话理念指导下的语文对话教学。树立了教师、学生、作

者平等的观念。让学生和作者通过作品进行平等的对

话，重视学生在阅读中的主观感受，主张学生要读出自

己的见解和感受。教师、教参、文本的权威逐步开始瓦

解，学生的主体地位日渐体现．传统的被动学习的局面

得到改变。但随之而来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因为每个学

生的生活经验、情感态度以及人生观念都存在不同，所

以就难免会出现在对话过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状况。这就是文学解读中通常所说的“一千个读者有

一千个哈默雷特”。本来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问

题是有些教师曲解了对话教学理论中鼓励学生读出自

己的见解和感受，一味地搞所谓的创新阅读。导致时下

脱离文本的所谓多元解读——误读的现象在语文课堂

教学上屡见不鲜，如从<背影》中读出父亲违反交通规

则。对此，曾祥芹教授指出：“多元解读不是无限的。而

是有限的，不是无界的，而是有界的，这个界就是文本

语境，就是文本的客观意义。在肯定文本解读的主观差

异性的同时必须坚持文本解读的客观统一性。见仁见

智的多种意义阐发必须依据文本。,,141由此看来，在对待

语文对话教学学习结果评价方面，我们既不能完全采

用以前单一的“一元解读”之方法．也不能依着“多元解

读”完全“放羊”．在适当的情况下，教师依托自己在生

活阅历、情感体验、人生感悟上对学生的优势做适合的

引导，对文本多元解读反思的前提下让学生做不完全

的多元解读是比较合理的方式。

最后，就语文对话教学评价来看。在对话式语文教

学中，由于不太注重理性知识的掌握，而是把更多的视

线转向教学中的精神层面，因此。以前单纯的标准化考

试已经不能作为检测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语文学习情

况的唯一手段，相反，过程性评价已经成为，必然。但即

使在对话过程中进行评价，流动于师生之间思想的火

花、情感的共鸣、精神的陶冶也仍然无法一一落实到评

价中。但语文对话教学的评价是对话教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评价原则，运用科学合理的

评价方法。鉴于对话教学本身的复杂性。对话教学中有

大量的因素很难确定度量单位。不易用数值表征有关

的目标要求，如情感、态度、兴趣、参与度等。因此。对话

教学评价的指标在很多情况下也需要用描述性的方法

加以说明。当然，语文对话教学可作为评价对象因素有

很多，涉及到目标、内容、教师、学生、环境等诸多要素。

由于不同学校、不同教师在开展对话教学的目的、形式

会有所不同，对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也就会不同，因

此，确定一个普适性的对话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是较困

难的。

语文对话教学就现在看来还处于起步阶段．任何

新生事物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不能因为

教学实践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因噎废食的放弃课

改的新的理念、新的教学模式，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

语文教学注定只能是因循守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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