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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于漪的《语文教学谈艺录》中的教学思想，探讨了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创新与实践。通

过对于漪教学思想的分析，我们发现她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人文

素养。同时，于漪提倡语文教学应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本研究对于漪教学思想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在当今教育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应用其教学思想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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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teaching ideas in Yu Yi’s Chinese Talking Art Book 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discusses its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in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Yu Yi’s teaching thoughts, we found that she emphasizes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concept 
and pays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At the same 
time, Yu Yi advocated that Chinese teach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emotional expe-
rience,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Chinese literacy.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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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Yu Yi’s teaching idea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to better apply her teaching ideas 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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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书中“谈艺录”是于漪老师从教几十年来对自己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和提升后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

是于漪老师对自己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中的所思所想以及学生、家长等对自己教学工作评价后的一种

综合反映。该书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于老师把自己的教学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和梳理，并把它上

升为理论形态，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科学的语文教学理论体系。于老师在《谈艺录》中对语文

教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探讨，使我们在实践中可以借鉴她关于语文教学艺术方面

的经验和方法，提高自己在语文教学中的效率。 

2. 语文教学要“以文为本，以文化人” 

语文教学必须以文学作品为核心，重视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语文教学要有自己的特色，

要有自己的灵魂，不能让学生只在“热闹”中学语文。在于漪老师看来，语文课应该是一门“文道结合”

的课，是“文”和“道”相结合的课，是“文”和“文”相统一的课。同时于老师还特别强调了语文教

学要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语文教学除了要注重文学作品之外，还要重视对学生进行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她认为语文教学应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情感教育以及正确价值观的培养[1]。
在当前学校教育中，过分重视知识教学而忽略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培养，使得一些学生变得只会死读书、

读死书，缺乏应有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2.1. 注重学生的文学素养 

“文学素养”是语文教育的核心，只有拥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才能更好地理解、感悟、欣赏文学作

品。于老师认为，学生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才能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于老师强调，语文课不应该仅

仅是把课文读懂就行了，应该注重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2]。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感受文学作品中蕴含

的思想感情，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领悟到人生道理。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对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

进行思考和分析，让学生在阅读和学习中感受到文章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 

2.2. 重视学生的价值观教育 

语文课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让学生从知识中领会到做人的道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于漪

老师在上《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课时，首先向学生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生平，然后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伯父是一个怎样的人？同学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说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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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有的说他是一个关心爱护弱者的人；还有的说他是一个正直善良、有责任心的人。通过这样一个

问题，让学生知道了鲁迅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了解了他为什么会成为鲁迅先生。于漪老师以“伯父”

为核心话题，以“我”为情感线索，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思考，在思考中完成了对伯父形象的理解和体会，

从而达到了价值观教育的目的。 

3. 语文教学要让学生学会质疑，善于质疑 

于老师在《语文教学艺术漫谈》中说：“学生不敢问，就不会问，就没有深入的思考。”学生对学

习内容提出质疑是语文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语文学习过程中最基本的学习方法[3]。但是，

很多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忽视了这个环节的重要性，他们更多地是利用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阅历来

进行课堂讲解，生怕学生提出问题后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然而于老师认为，如果课堂上没有学生质疑环

节的话，课堂教学就会变得毫无生机和活力。学生只有敢于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她说：“在语文教

学中要让学生敢于质疑、善于质疑。”于老师认为只有让学生敢于提出问题，才能在课堂上培养出创新

能力强的学生。她经常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勇于提问，在这种思维训练中逐渐培养起他们独立思考和自

主学习的能力。于老师这种敢于质疑、善于质疑的教学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1. 提出问题要从学生的兴趣点出发 

于老师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了一定的兴趣，他就会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学生学习语文的

兴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内容本身所具有的趣味性，二是学生对学习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好奇

心。于老师在教学中非常重视这两点，她认为只有将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真正爱上语文。在《我

是小记者》一课中，于老师带领学生进行了一次“我与书”的采访活动。在采访过程中，学生们积极参

与其中。他们先仔细阅读了文章中的几幅插图，然后便纷纷提出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我’为

什么要采访你们？”“‘我’对这些插图有什么看法？”“‘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书？”等一系列问题。

于老师在听到学生提出的问题后，先是引导他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回答问题，然后再给他们介绍相关

的背景知识。比如，当学生提出“书中讲了‘我’怎样‘与书’交朋友？”这一问题时，于老师告诉他

们这本书是由一个叫刘厚君的小男孩写成的，他非常喜欢这本书，所以他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于是学生

们便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回答问题，如画画、写文章等。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对所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采访结束后，于老师让学生们进行采访体验活动。在这样真实生动

的情境中，学生们主动参与其中并积极提问，这不仅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爱好，还锻炼了他们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思考问题等能力。 

3.2. 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质疑的积极性 

于老师说：“我们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让他们主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教师要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调动学生质疑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质疑中发展。教师要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多

问、多思、多说，并且要耐心引导，循循善诱[4]。同时，教师要注重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品质，使

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课堂上只有让学生的质疑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他们才会有创新思维和

创新能力，他们的思维水平才能不断地得到提高。例如在讲《荷塘月色》这篇课文时，于老师让学生

从题目中去质疑：“什么叫‘月’？”学生纷纷讨论起来：有的说“月光像水一样撒下来”；有的说

“月光像轻纱一样撒下来”；还有的说“月光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等等。于老师很高兴地对学生说：

“你们想得真多啊！有这样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说明你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你们还有什么疑

问吗？”于是，于老师把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分成几个小组来进行讨论，然后再由老师来对每个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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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情况进行评价。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质疑的能力，又锻炼了他们思维能力。因此，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充分调动起学生质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这样才能在课堂教

学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3. 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不轻易放弃 

于老师认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疑惑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疑惑才不正常。对于学生提出的问

题，我们要善于引导，鼓励学生大胆质疑[5]。这样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还能让他们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语文知识。例如，于老师在讲授《小英雄雨来》时，她就把课文中提到的几个人物写得栩栩如

生。但是在分析人物形象时，她发现其中一个小男孩的性格似乎与其他三个人物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于

老师就让学生说出这个小男孩身上的哪些优点和缺点是他最突出的特点。在学生回答之后，她又鼓励大

家继续深入挖掘。这节课结束后，于老师又向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小男孩身上最突出

的特点是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大部分同学都不敢举手回答。但是于老师没有放弃，她鼓励同学们

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于老师就让这个小男孩站起来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为学生

提供机会和平台，让他们敢于发言、勇于质疑、善于提问。 

3.4. 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于老师说：“教师要和学生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要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使他们在学校里

感到温暖、愉快，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于漪老师一直秉承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的

教育理念来进行语文教学[6]。她认为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特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他们

的个性差异来因材施教。她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经常给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时她也尊重每一

位学生，把每一位学生当成自己的朋友和知己，让他们感受到老师的关怀和关爱。这种平等和谐的师生

关系可以极大地激发起每一个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他们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于老师在课堂上从不摆架子、板着脸训斥学生，而是通过自己真诚而又亲切的语言来感染学生、激励学

生、教育学生。 

4. 语文教学要学会尊重学生，善于发现学生 

尊重学生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只有尊重学生，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学生，才能真正建立起平等和

谐的师生关系[7]。尊重学生，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教师在教学中应以人格为本，做到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其次要尊重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特点，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别是在语文教学中，教师更应该

尊重学生的个性和不同的学习方式，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再次要尊重学生的认知规

律和心理特点。于老师在《谈艺录》中指出：“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们要努力研究教育规律，掌握

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特别是要学会根据不同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心理特点等特点来实

施教育教学工作。” 

4.1. 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发挥学生的优点 

《谈艺录》中说：“教师应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并将这种优点发挥到极致。”因为一个人的优点

往往是他(她)成功的基础，学生的优点也可以在语文教学中转化为成功的经验。“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

不仅是语文教师应具有的素质，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并将这

种闪光点转化为成功经验。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全面发展，总有一些学生具有某方面优势而另一些学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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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弱势一些。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其提高，使其发挥自身特长，不断培养其自信心理和正

确认识自我的能力。 

4.2. 要善于发现学生的独特见解，并在课堂上充分展示 

于漪老师说：“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是教师的天职，也是语文教学的根本要求。”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这是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体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

阅读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

生在阅读和表达上的独特见解，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机会。比如在分析《药》一文时，当学生读到“血分

之热”这个词语时，有个学生提出：“难道用这种方法治病就一定有效吗？”此时教师就要让学生先思

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疑问，然后再让学生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这就是鼓

励学生敢于质疑、敢于发表自己不同见解的典型教学案例。 

4.3. 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差异，并因材施教 

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发现学生的优势，并加以利用，使其优势得

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如在阅读教学中，可以让有兴趣的学生“跳起来摘桃子”，让没有兴趣的学生“钻

进去啃骨头”。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如对于基础差、学习能力弱的

学生，应尽量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让他们在愉快地氛围中学习。 

5. 语文教学要坚持读写结合，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读写结合，

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表达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谈艺录》中“读写结合”一节，就对如何

更好地进行读写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读”与“写”应该紧密联系、紧密结合、融为一体[8]。
于老师在这一节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阅读和写作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在阅读过程中，学生

能够学到写作的方法，并进行迁移和运用；而在写作过程中，学生又可以从阅读中学习到好的表达方法。

其次，应该处理好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在阅读与写作之间，应该把握好“度”。既要保证学生有足

够的阅读量，又不能让学生陷入“为读而读”的误区。最后，教师应在指导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过程

中引导学生感悟、品味语言。 

5.1. 注重阅读理解与写作技巧的结合 

于漪老师强调了读写结合的重要性。她认为，阅读和写作是语文教学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阅读

是吸收，写作是表达，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将两者紧密结合，使学生在阅读

中学习表达技巧，在写作中加深对阅读的理解。 
为了实现读写结合，于漪老师提出了以下几个实践建议： 
1) 制定读写计划：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材的要求，制定明确的读写计划。通

过有计划地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练习，可以逐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2) 注重阅读方法的指导：于漪老师认为，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该注重方法的指导，引导学生掌握正

确的阅读方法。例如，如何抓住文章的主题、理解作者的思路、品味语言的特点等。通过这些方法的指

导，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提高阅读效率。 
3) 写作练习与阅读内容相结合：于漪老师建议教师在布置写作练习时，应该与阅读内容相结合，引

导学生运用所学的阅读技巧和语言材料进行写作。这样可以使学生更好地吸收和运用所学的知识，提高

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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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创设写作情境，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 

于漪老师提倡创设写作情境，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她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和教学内容的需要，创设适合学生的写作情境，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情感，激发学生的写

作兴趣和表达欲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于漪老师提出了以下几个实践建议： 
1) 创设真实的写作情境：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实际情况，创设真实的写作情境，引导学

生观察生活、体验情感。这样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写作的主题，从而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2)  利用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如图片、视频、音乐等，来创设写作情

境。通过这些手段的运用，可以更加生动形象地呈现情境，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表达欲望。 
3) 角色扮演与小组讨论：于漪老师认为，角色扮演与小组讨论是激发学生表达欲望的有效方法。通

过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分组讨论某一主题，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合作精神。 

6. 结语 

综上所述，于漪老师的《语文教学谈艺录》中对于读写结合和创设写作情境的教学思想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和实践建议的给出。这些教学思想对于当今的语文教学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实践这些

建议，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于漪在语文教学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她长期致力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

践同步创新。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于漪语文教学要“以文为本，以文化人”、语文教学要让学生学会

质疑，善于质疑、语文教学要学会尊重学生，善于发现学生、语文教学要坚持读写结合，提高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四个方面的教学思想，本文通过对于漪老师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教学思想的分析和实践建

议的给出，为当今的语文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实践这些方法，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培养他们的语文素养。同时，我们也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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