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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语言文字的呢？以参赛社论稿件的写作为例，他向记者透

露了自己的学习方法——虽然平时课业很繁忙，但他仍然关注

时事热点，平时浏览短视频平台时，他总刷到一些“一分钟读

完《红楼梦》”“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等内容，“现代人类

习惯了这种快餐式的便捷，却失去了思考的时间”。对这些现

象的思考，是他写作《拒绝娱乐至死，不做“文化穷人”》的

初心。李尚亿还有一本厚厚的素材本，里面是他在阅读时写下

的好词好句和心得体会。

那么，语文学习的过程中，老师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写作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董皓阳告诉记者，上外

云间中学非常注重培育学生的思辨能力，进入高中，语文课前

的演讲为同学们提供展示自己、同伴交流的舞台。“本学期的

讨论是围绕《红楼梦》文本进行的，别看平时大部分学生都很

内向，但在讨论环节，总能提出一些老师也想不到的话题，比

如有学生就提出：贾宝玉真的是什么都不管的闲人吗？”针对

这个问题，董皓阳并没有简单地给出他自己的答案。他鼓励学

生们从文本中寻找蛛丝马迹，“最终，是学生自己从王熙凤协

理宁国府的情节中找到了证据”。

好的教学方法总有其相似之处。拥有 18 年语文教学经验的

沈文婕观察到，近年来的上海高考作文题，倾向于考查学生的

思辨能力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我们会带领学生循序渐进

地阅读——散文、时评文、哲学随笔……在这个过程中，老师

通过设计一些学习任务，比如摘抄、点评、自问自答、课前演

讲，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语文所建构的，

是他将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结束高中语文的学习，基本就不会

再学语文了。这就要求高中毕业后的学生，他走向社会后能够

熟练地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想法，而且能够形成对于社会、

政治、历史一些基本判断。怎么来形成呢？除了课堂学习外，

最重要的就是课外的阅读，包括经典和时文的阅读，学会在各

沈老师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参赛学生的作品中也体

现出了这种注重思辨的特点。

在沈文婕看来，大语文的提出，某种意义上是对语文学科

教育走向狭窄化、庸俗化的一种反思。“语文教学不只是做

题或教材篇目的讲授，而应致力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新

民周刊》主办的社论大赛，也可以理解为大语文的一种表现形

式，它为学生提供了发展语文素养的平台，是课堂教学的有益

补充。”

“这种整体的概念被其他学科吸收，近年各个学科倡导的

大概念、大单元的理念，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也可以被看作大语文的延伸。”樊新强说。

语文之“用”

电视剧《敌营十八年》中，有一幕的情节是：国民党在陈

家坡抓到 5000 名战俘，上级传达军令要求解决这批共产党及混

入的百姓，于是指挥官下令将其处决。作为潜伏者的男主拿“解

决”“处决”两个词和指挥官进行争辩，目的是拯救自己的同胞。

语言表达博大精深，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巴拉迪曾说：我

每次发表谈话，都极其认真、小心，稿子都要修改十几次，因

为用一个词就意味着战争或是和平。

教育家叶圣陶在《认真学习语文》中写道，语文一方面是

阅读。好像每天吃饭吸收营养料一样，阅读就是吸收精神上的

营养料；一方面是写作。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让人家知道。

阅读和写作，吸收和表达，一个是进，从外到内，一个是出，

从内到外。这两件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经常需要的。这两件

事没有学好，不仅影响个人，还会影响社会。说学习语文很重要，

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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