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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以“有趣”做切人点研究语文教学，关注教材的发展和变化，关注课堂中的教学内容、方法
和细节，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教学理念。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由学校、家庭和社会构成的“大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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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干行，男，广东新兴人。
199年11月7日至1967年2月13日，在广州市第二中学读书期间，从广州徒步经韶山到达北京，全程
约2354公里。

　　2005年和2008年，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书期间，先后完成著作《教育的理想与现实》（由塈南
大学出版社出版）和《谁能让语言变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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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拿什么给我的学生（代序）上篇  思辨录　1.传统与现代　　引言电脑文字录入与汉字书写的矛盾　
　1.1  我国国民的语文素养与语文教学    　对语文教学被批评的思考    　在校学生的语文素养及测评方
法    　成年人的语文素养及测评方法    　对我国现阶段语文教学的几点建议  　1.2  语文教学传统与新
课程实验   　 新课程的新理念   　 兴趣与动机   　 经典与时代   　 自主与合作    　　讲授与练习    研究
“传统”的意义　  1.3  充满困惑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      　关于“素质教育”的两次讨论    
　“素质教育”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提法    　对“素质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应试教育
”若干问题的思考  　1.4  一个过程：语文教学改革30年   　 教学改革是一个“过程”     　 复苏（20世
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前期）   　 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前期） 　   讨论（20世纪90年
代后期）　    改革（21世纪初）     　 两点感受：专业水平与辩证法　2.阅读教学    引言没有“读”不
可能“交流”    　2.1  生活化的读与交流　　　“生活化”：“简单”与丰富    　“生活化”：理性与
感性  　2.2  教学的三重境界    　“移植”的教案没有情感    　第一重境界：科学性    　第二重境界：
创造性    　第三重境界：情感性  　2.3  美的感受    　不容易感受到“美”的存在    　“美”的教学现
状与问题   　 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    　重视教师自身审美能力的提高  　2.4  自读课与“略读”课    　
一个被放弃的“战场”      　“自读课文”的教学    　“略读课文”的教学    　“真正的”自读课  
　2.5  谁能让语文变得有趣    　兴趣能培养起来吗　　　网络上的《麦琪的礼物》  　　　“清唱”《
风筝》      　如何让语文变得有趣　3.写作教学 　 引言《家乡的石拱桥》   　 3.1  命题与学生作文思想   
　“走题不易”与“得高分难”    　写作的阅历与技巧    　写作的“思想”与“身份”    　考试环境
下的文题    　文题的“有意义”与“有意思”    　3.2  积累与应用   　 让学生有话可说   　 让学生把话
说出   　 让学生把话说好　4.能力与心态 　 引言孩子们的希望  　4.1  使教学研究成为“幸福”的事情  
　 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们的启示   　 说课：要让听“课”者有所得   　 “公开课”的授课与观课   　 研
究不是写文章 　 4.2  教师的责任感与创造性  　  感悟“责任感”     　 感悟“创造性”     　 以最愉快的
方式工作  　4.3  我的“长征”：刚毅与真诚   　 “广州新闻·人物”     　 99天，从广州走到北京   　
40年后，大学城的日日夜夜    　刚毅来自于真诚　⋯⋯下篇  考察记　1.广州行　2.珠江三角行　3.粤山
区行　4.港澳行结语  改变也许从这一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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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思辨录　　1.传统与现代　　引言电脑文字录入与汉字书写的矛盾　　2008年4月上旬，多家
媒体刊登了一则颇引人关注的信息：近日在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国家语委某负责人表示，“随着电
脑文字录人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用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中国将推针对大中小学的学生汉字书写
等级标准，规范汉字书写”。
　　作为配套新闻，某报还刊登了这样一则信息：某知名小学决定不开办网络实验班，因为“孩子一
年级就天天用电脑，对于书写、阅读习惯的培养不利，日后的利弊难以估计”。
　　引起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等级标准”如何制定，但我觉得这两条信息所显现出的“传统”
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也值得我们思考。
　　“传统”与“现代”是改革开放后两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语，也是语文教学改革期问使用率颇高
的词语。
这两个词语可以引起很多相关话题。
　　比如，电脑这个“新生事物”和写字这种“传统表达方式”是否存在矛盾？
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现代表达方式”是否会影响“传统的阅读习惯”和“写作习惯”？
的确，由于在课堂上用上电脑，学生动笔机会相对少了，但是否必然会直接影响书写？
其实，这里的关键还是教师如何去设计每节课、每个教学环节的内容。
2003年夏天某日，我在某重点小学观看了两节网络教学课，一节是语文，一节是英语。
我在《教育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记下了自己的观后感：“如何使多媒体教学与学科教学有机地整合
？
我的心得是：学生上课，在打开计算机，进入网络的同时，要打开课本，拧开笔套。
”这只是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要有一个过程。
　　首先，作为教师要接受相关的理念，要辩证地认识到“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各级培训班的通识课都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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