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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由三部分构成，是我多年来的研究和积累，也记录着我几十年的教学研究探索。
　　我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步入语文教坛，70年代末，我从研究作文教学的“三阶程序”入手，认识
了学生的“学习品质”，它是由心力、脑力和恒力构成的三维组合，语文的有效参与，功力巨大无比
，为孩子的成长和成才，壮行色，增智慧，驱欲而长志。
我为此而辛勤耕耘，有喜悦，更有苦涩。
80年代末，苦于语言信息的重重骚扰及对学生整天陷于各学科读写背抄的亢奋状态之中的同情，我想
到一种能力，这就是我的“净化思维”能力。
从此我叫喊于每一届高三学生中，也嚷声于周边语文教学界，得到界内同仁的重视，但已难能为力，
又远水不解近渴。
“净化思维”启萌于我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正值暑热弥身，与众学友交谈志向时，猛生此念。
在执教高三，应对高考激烈竞争的日日夜夜里，我经过回味，思索和翻查，把念想上升到理论，认识
到它对学子、对成人、对老者都有意义，有一本万利之获。
它与语文的读写听说密不可分，就形成于学习语文的过程中。
　　然而，说到现状，人们对语文的认识远远不到位。
　　于是，我想到了叫喊，想到了该写点东西。
为此，退休前后，我开始了全面调查和专心研究，并不顾老眼昏花，辛勤而艰难地写作，以酬来者。
　　研究李四光等成长于民国时期的学者名流是第一站。
这些学者名流斐声海内外，在著述里和教材中对他们的宣传可谓连篇累牍，而多有钦敬之名而无从效
法，甚至有过负面影响。
谁知道他们是花开于海外而根子却是出自祖国的肥壤沃土啊！
　　其次，分析造访和研究我教过的一届一届学生是第二站。
这些学生大都做了父母，担负起了引导孩子成长和成才的大任。
可是多有不遂意。
他们有的是各级公务员，有的干着各行各业的重要工作，也有的经商、做工或务农；高中、大专或大
本毕业，有的更高。
可是，教育和关照孩子的成长不得力，甚至碰了壁，就苦苦叫嚷孩子和埋怨孩子，骂他笨或傻，果真
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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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部分，追本溯源：从史学角度说明了语文学科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第二部分，左顾右盼
：从功利角度采撷了四五个小故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学没学好语文的经验和教训，又从六个方面说
明引导孩子学好语文的方式方法；第三部分，善事而利器：从实用角度既做了学好语文的一般性论说
，又就读写听说四方面做了专题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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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启明（曾用名张耀生），没读过师院，也没学过中文系。
1962年7月肄业于河北张家口市建筑工程专科学校工民建专业，因国家教育调整回家务农。
1963年1月步入教坛，教过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课。
任教40余年。
41岁时，业余补修了中央电大中文专业，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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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追本溯源第一章 李四光等学者名流成才之秘一、引子二、他们学有所成靠的是什么呢三、他们
学有所成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四、语文怎么会对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这么举足轻重呢五、这个“秘”总
是难为认知的第二章 中国人历来崇尚着“识文断字”第三章 我国封建科举制度废除前后的中国语文
状况中篇 左顾右盼第一章 为何兰兰学途生变异第二章 语文也是科学与何谓“学好了语文”一、语文
学科不是科学吗二、何谓“学好语文”了呢第三章 臧宝轩和张欣兴的故事一、几句“子日”竞能点拨
他爬山过海二、从不听话的孩子到听话的孩子第四章 这样引导孩子学习语文好一、幼儿佳期，抓牢最
好二、“六抓”、“两注意”，时时做到三、摸清底细，抓紧引导四、明确目的，力戒焦躁五、家校
合力，步步登高六、对愚顽、口吃和犷傲的孩子要设法引导下篇 善事而利器第一章 绪论一、击石原
有火，不击乃无烟二、听者事之候，计者事之机三、“多读多写”的来历及思辨四、一个沉重的话题
第二章 学好语文必须具备的良好心态——多思一、事不三思不知悔(一)学语文要有好的开端(二)学语
文时时警惕“三头”的冒出二、时时留心多动脑，语文才能学得好(一)学语文不可只埋头拉练题(二)
学语文有它的特殊性(三)语文素质和应试能力(四)学语文和学做人三、世间无水不朝东第三章 学语文
必须具有一种能力——把握一、提防“祸患”之来和“溃堤”之害有办法(一)概说(二)学语文首先要
学什么(三)学语文其次要学什么(四)学语文再次要学什么(五)学语文还要学什么(六)怎样认识学语文的
底蕴(七)从一则学生作文引发的联想(八)“把握”的内涵和意义二、学语文务必足时足量(一)怎样把握
学语文的底蕴(二)学语文要有量化意识(三)学语文并非只学字词和各种知识(四)学语文与解决处事态度
有关联(五)学语文是个庞大的综合工程三、学语文的丰厚价值取向(一)学语文和锻打自己的学习品质(
二)学习品质往往散见于文章 的字里行间(三)处处杨柳能系马，家家有路通长安第四章 学语文必须讲
究的风采——师承一、师承悉心，才能学好语文(一)作家、学者、文魁都感师恩(二)学语文务须师承
二、漫步语文课堂方知“师承”贵(一)一道“尝试创新”题引发的启示(二)师承体现了一种严肃的学
习态度(三)老师“师承”当楷模(四)语文老师是“杂家”三、休别有鱼处，莫恋浅滩头(一)“师承”是
什么意思呢？
(二)语文老师责任重(三)看看昔时宋濂，想想自己(四)“经师”与“人师”第五章 语文课堂的价值含
量有多少一、世间洞明皆学问(一)课堂留心莫走神(二)这节语文课说明了什么(三)中学语文课堂这块熟
悉的地方风景如何？
(四)学语文要上好语文课二、苗从地发，树向枝分(一)科教兴国，语文课堂举足轻重(二)语文课堂里的
“非语文”(三)语文课堂里的读读写写(四)语文课堂关系着孩子的成长和形成学习品质三、春来满地
花，秋至遍山秀(一)语文课堂上的自主和自由(二)语文课堂永远心绪飞腾(三)老师在课堂当纤夫第六章
“噢，活动”的感情内蕴是什么一、语文活动不可少，不能丢(一)学语文绝对不能拒绝语文活动(二)
语文活动是怎么一回事呢(三)语文活动都有哪些内容呢二、语文活动的做法和意义(一)引子(二)课堂配
合老师积极活动(三)课下活动要明白意图，见实效(四)自强自勉，坚持时时有所前进(五)语文活动的意
义三、“噢，活动”一语的内蕴(一)“噢，活动”一语有分说(二)D老师的思考与行动(三)语文学科的
学法有特点第七章 读书务须成习惯一、腹中有书气自华(一)读书可以医愚(二)不下苦功甜不来二、路
遥马劲何愁远(一)读书要日进，不兴味寡淡(二)读书要能展开联系和想象(三)读书必须利用工具书三、
读书常用的几种方法(一)读书主要靠熟读和精读(二)谈谈研读和朗读第八章 写作并不难，习作苦练功
一、写作并不难(一)简谈略说(二)写，大略分两大类(三)为何香菱能作好诗(四)要哼着小调闯难关二、
习来练去出奇巧(一)“去缚开闸”方能习来练去(二)提高写作水平应从两方面下手(三)关于“中考”和
“高考”三、能喜欢就能提高(一)怎样解决“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二)不可相信“天才论”
和“特长论”四、书到用时方恨少(一)从“读”中解决问题(二)丰富词汇有渠道(三)技巧因需要而选
择(四)就应用部分谈两点第九章 听其言的渊源和语文能力一、听其言浅析(一)听其言趣谈(二)“听其
言”怎么能有这么大本领呢(三)“听”比书面交流更便捷二、“听话”和阅读异曲而同工(一)一段话
的启示(二)“听”的实用意义三、从提高听力到增强净化思维能力(一)“听不懂”分“不能听懂”和
“不会听懂”两种(二)提高听力与增强净化思维能力四、听的渊源奥妙在哪里(一)听力反映听的质量
，净化思维反映思维的效率(二)净化思维的灵敏度是语文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第十章 说话是“语”，
也联系着“文”一、说话是“语”(一)说话就是“说话”(二)说话是一种技能(三)说话是一种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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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能说话，会说话三、说话联系着“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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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语文，承载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字字有讲究，句句有意韵，段段篇篇有内涵，有美感。
历代劳动人民崇信它，就着眼于“识文断字”，想方设法读书学语文，时时传佳话，代代出英伟。
正因为如此，张三有了疑难解不开了，经识文断字的人一指教，立刻就豁然开朗了；李四铤而走险，
想打架斗殴出恶气，听识文断字的人三言两语一说，懂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之理，立刻就息事宁人；
马五想贪不义之财已久，并包藏祸心，识文断字了之后，竞能洗心革面。
痛悔以往，未出祸殃倒霉；事后还多次思忖，私下窃汗，翻然醒悟。
为什么呢？
因为会用脑多思了，懂得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能空城楼上弹琴不乱，身边只有两个琴童侍立，城门大开，几个老弱残
兵打扫城门大道，竟能吓退了司马懿父子的英武之师。
如果诸葛亮不识文断字，不能神机妙算，能做得到吗？
也许你们说，这是个文学形象。
可是文学形象也是识文断字的作家塑造的啊！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肯定不会识文断字，他火眼金睛能征善战，还能识妖辨魔，爱憎分明，保唐僧
西天取经，终成正果。
他也是个文学形象，是识文断字的吴承恩把个妖猴人格化、形象化，代表了正义的心声和无往不胜的
意愿。
当看见电视屏幕上孙悟空腾云驾雾，上天宫吃蟠桃，入地宫斗阎罗的生动场面时，谁不欢呼雀跃呢？
是作者把观众的激情调动起来了。
难怪历代的中国人，谁碰到难事，谁有解不开的疑团，都愿找识文断字的人指点迷津，自己也总想方
设法把孩子送给学校，交给老师调教，以满足使孩子“识文断字”的美愿。
　　当然，像诸葛亮那样的识文断字很不简单，而平民百姓可“断”不起。
只要能做到“识文”，会认字，写字，能读浅易文章，也就够了。
用上五年、七年工夫，也能赔得起，又能走遍天下，与人共事，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这些人当中，民间乡土作家不说，民间艺人也不算，就是行医的、从政的、做工的、当账房先生的、
领兵打仗当军师的等，有大作为而名噪一时者何其少啊！
　　这点“识文”的水平，最高也超不过现在的小学三四年级。
现代汉语已经很先进，就文字工作而言，删减了众多异体字，简化了繁体字，又合并了一些不致产生
歧义的同音同义字，走了一条“以简驭繁”之路。
像现在读了六年的小学生，“识文”大体上已是足够了。
　　下面说说“断字”。
断字内容多而杂，不是简单的事，需要长期积累磨炼。
断音识义，断形辨音，断字义识虚实，断音读分轻重，等等。
这些个“断”很琐碎，出现场合也无定数。
“断”文言文就更麻烦。
就是给一段白文加标点就相当麻烦，断不清不能明义；因为古人的原文很少用标点，或者没有标点。
现在读的有标点的文言文都是专家们点读过的。
断字义也不易，如“脱有祸固所不辞也”的“脱”，现在说“如果”，“固”现在说“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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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师改进教学方法，家长引导学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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