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几何时
,

语文学科成为
“

被遗

忘的角落
” ,

语文教师似乎也成为
“

最

不吃香的老师
” 。

为什 么 听学生道

出其中原委 在各类考试中
,

语文成

绩是最不好把握的
,

好也
“

上不 了

天
” ,

差也
“

入不 了地
”

花多少精力

也增不 了几分
,

更不指望依靠语文来

提高总成绩
,

还不如 多背几个英文单
词

,

多做几道数学题
。

缺乏现 实的驱动 力是不 是语文

教师就无所作为 了 其实不然
,

语文

课有着其他学科难以 比拟的优势
,

承

载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

还

有哪门学科能比 中文更好地做足
“

中

国
”

这篇文章呢 如果学生没有学好

语文的
“

外动力
” ,

那何不凭借中文

自身以及所表达的文化的魅力
,

把语

教育的本质
,

不 是要学生
“

分

秒必争
”

地学习 书本知识
,

而是通

过教育
,

让人类生活更美好
,

让人

格更健康和 完善
。

对于过往强调知

识记忆的教育
,

人们 已经清楚地知

道 了 其对健全人格的破 坏 力
,

可

是
,

只 是 因为单一的成功模式一一

考出好成绩
,

上到好学校
,

进入好

大学 —人们一直屈 服于应试教育

的威势
,

联系孩子与老师
、

父母的
,

似乎只 是
“

分数情
”

一一分数高就

是乖孩 子
、

好孩子
。

试 问
, “

超女
”

出现之前的教育
,

让 多少孩子还保

存着对纯真年代的温暖记忆

笔者看过
“

超女
” ,

对于
“

超女
”

选拔中
,

放纵未成年孩子
、

正在中

学求学的孩子 来报名 参赛
,

一直持

反对态度一一任何游戏
,

必须有游

戏的规则
, “

超女
”

的
“

祖师爷
” 、

西

方 国家的选秀节目
,

一直坚守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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