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倡导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以
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 采用多种灵活有
效的方式， 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重要途径。
一、创设学习情境，感受自主学习的乐趣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没有任何兴趣
和仅靠强迫维持的学习会扼杀学生的学
习热情，这种学习是不会维持长久的。 ”
在教学中巧妙地运用文字图片资料、视
频、动画等创设学习情境，既能很大程度
上让学生振奋精神，活跃思维，又能有效
帮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深化， 感受学
习的乐趣。

如在教学《黄山奇石》中，可以搜集
相关的图片以及视频短片， 插入课件中
以缩小学生对黄山的陌生感。 首先，让学
生配乐欣赏黄山的奇特景色， 营造声画
并茂的课堂情境。 学生兴致勃勃地朗读
课文，从文中找出感兴趣的黄山奇石，与
学习小组的伙伴朗读、交流。 在小组汇报
时，小代表操作课件，自主选择最喜欢的
奇石进行介绍。 直观形象的画面、轻松自
由的方式让学生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学习
当中。 最后， 教师利用课件展示奇石图

片，引导学生看图联想，仿照课文给奇石
取名，根据课文中的句式仿写。 学生的兴
趣特别浓厚，很多语句趣味横生，能清楚
地感受到学生学习的快乐。
二、提供学习媒介，激发自主学习的热情

小学生理解文本和感受语言的能力
较弱， 尤其对一些抽象的语言文字以及
离生活实际比较远的内容， 理解更加困
难。 将抽象的内容通过画面、声音进行强
调，或者用动画效果来突出，可以有效突
破难点，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如《黄山奇石》教学中，学生通过对语
言文字的理解以及已有知识经验的帮助，
知道“云海”并不是真的海，而是云雾，但
“翻滚的云海”到底是怎样的景象，他们还
是似懂非懂。教师及时展现一段云雾翻涌
的视频， 这样直观的画面让学生恍然大
悟，不仅理解了文中所描绘的情景，并由
此联想到海面上波浪翻腾的景象。

再如在低年级识字教学中，充分利
用多媒体课件，演示汉字的来历，从实

物图到象形字，再到现代汉字。 逐渐演
变的动画形式， 鲜明形象的画面使原
本抽象的汉字变得具体可感， 生动有
趣， 激发了学生主动探索汉字世界的
兴趣。
三、拓展学习外延，体验自主学习的广阔

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刘国正先生说
过：“课内和课外是语文教学的双翼，只
张开一翼， 自然飞行无力， 只有双翼并
举，才能自由飞翔。 ”教师与其让学生生
硬地去消化一些枯燥的语文知识， 不如
引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 参与学习全过
程，拓展学习的外延，让学生感受到语文
的丰富，体验到自主学习的广阔。

在《香港，璀璨的明珠》的教学中，学
生光靠读文想象来感受香港的魅力是比
较困难的。 教师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课件
和视频片段等直观手段， 让学生感受香
港的繁华和美丽， 还可以鼓励学生上网
搜集资料从各个方面来了解香港。 课堂
上， 学生用文字或图片或 PPT 来介绍自

己了解到的香港， 打破了教师一言堂的
沉闷氛围。 课后，教师又指导学生通过互
联网搜索查找资料、 采访身边的老人等
多种方式来了解自己的家乡， 学习课文
的方法来介绍家乡。 这样自主的拓展学
习，让学生不再拘泥于课本，获得大量丰
富的知识，获取了更多的学习体验，既提
高了课堂教学效益， 也拓展了学生的视
野。

再如三年级“灿烂的中华文化”专
题， 为了让学生从多个侧面了解中华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进一步加深热爱祖
国文化的情感和增强民族自豪感， 教师
引导学生围绕“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来展
开，指导学生通过查阅图书、上网搜索等
多种方式了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学生
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组成学习小组，借助网络、图书等资
源兴致勃勃地探索、搜集、交流，打通了
课内学习和课外生活的桥梁， 切实地感
受语文的丰富。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巧妙
设计语文教学的方式， 使学生可以平等
地共享人类的学习资源， 可以按照自己
的学习基础、 学习兴趣来选择学习内容
和方法，让语文课堂更加高效。

让学习真正发生
———谈信息技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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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的学者们多从曾国藩的家书、
家训、日记、书札、心得等书件中窥得其
貌，似散乱却有其归一处的读书心得和教
育思想；也多从他家族的兴旺、人才的繁
盛中增加对其家教成功的钦佩与好奇。而
于曾国藩杂散的书件中，笔者看来，却有
着其核心的统一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曾
国藩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能以惊人的毅
力与耐力勤致于学，在日常的生活与职务
中持续地躬行自省，直至死去。

一、“知行合一”教育思想渊源
1．“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与阐发
“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

事的思想。由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经学家
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
的文章和行事， 应该以治事、 救世为急
务， 反对理学家那些不切实际的空虚之
学。 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讲求功利、 求实、 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
“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其实， 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孔
子。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一种主张
扶持社稷的“入世哲学”。 儒家思想不同
于老庄、韩非子的善辩，而是很实在教人
们怎么做人、怎么治国。这实际上就是最
早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渊源。

曾国藩作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代
表， 直接受到了嘉道年间陶澍及其弟子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经世之风的影响。早
在进京赶考之初， 曾国藩便仔细研读过
由魏源协助、贺长龄主持编辑的《皇朝经
世文编》一书。 后来，他在“经世”方面的
学问主要也得益于这部书。他曾经说过：

“……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
文能诗, 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
朝廷用此等人作官, 与用牧猪奴作官何
以异哉？ ”可见，在曾国藩眼中，做学问最
重要的是要把治学与处理世事人情紧密
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经世之学有所涉猎， 认真研
究之后， 曾国藩明确认识到：“古人无云
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 ”因
此，曾国藩对“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了

“礼学”。 从而曾国藩求学与教育后人特
别遵行身体力行的“精勤”，在遵循礼的
仪轨的基础上主张学术应该“取笃实
践”，即知行合一。

2．继承恪守祖辈之家训
在我国家训史上， 曾国藩是以著家

书而闻名的。 他对后人的教育之道确有
其严格精到之处，对后世影响颇深。显然
曾国藩自身的“知行合一”教育思想的形
成也离不开他上辈祖宗家训的影响。

曾家自从明朝以来，世代务农，积善
孝友，他的祖父星冈公为人严谨，讲求农
事必躬身亲做；父亲竹亭公积苦力学，以
孝闻名，且勤以教子；祖母王太夫人孝恭
和睦， 经理家政； 母亲江太夫人恪守成
式，勤俭持家。 曾家家风纯朴务实、勤俭
习劳，家庭美满和睦幸福。在这样的家庭
环境中长大的曾国藩，恪守家训，尊崇家
规，遵循祖父的书、蔬、鱼、猪、早、扫、考、
宝“八字诀”，严格要求自己学问与实践
相结合，读看与写说相依靠，治学与救世
相依附。教育后人，也时刻提醒他们知行
合一，日日精进，勤苦求学、善孝做人。

3．世道之需与个人之历
曾国藩的“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除

开传统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影
响以及对家训的遵循之外，也离不开他所
处之世的要求与其个人的经历成长过程。

曾国藩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清时
期，屹立于多重矛盾的风雨飘摇之中。他
作为近代地主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代
表，寻求世道的出路是他的使命。他无法
再困于知识分子单纯求学的圈子中不能
自拔， 外国先进文明带来的先进力量侵
扰着国家，内部的不安、叛乱威胁着封建
政权，他只有寻求实用之路，才可能增强
国力，解决内忧外患。

曾国藩自身求学为官之途中结识了
不少良师益友， 他深知结交益友的重要
性， 从他们的身上， 他丰富了自己的思
想，开拓了视野，加上他的一生本就阅历
丰富，他教育诸弟、子、侄的准则主要来
自于他的阅历经验。 他经历了寒窗苦读
的求学和变化无常的官场冷暖， 参与了
生死攸关的激烈战事， 也筹划着国家的
改革大事。 在这样了解世道的实际与人
民的现状基础上，“知行合一” 思想的呈
现也理所当然了。

二、“知行合一”教育思想的呈现
第一，曾国藩“知行合一”教育思想

首先体现在他的治学理念之中。 他一生
的求学之路可谓稳实精勤， 勤读书是他
一生坚守的信条。 他广泛阅览、 勤做笔
记、勤加练习、勤于求教，不仅踏实地认
知学问， 更是勤苦地钻研实践学问。 可
见， 他对于求学的过程是要求“知行合
一”的。 同时，学问不仅仅存在于书本之
中，更存在于人的行止坐卧、待人处事之
中。他坚持“格物”“诚意”的重要性，要求
事事究其所以然， 要切合实际， 见其功
效。可见，他对于治学的看法是和人情处
事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其“知行合一”的
经世思想的。

第二，主要体现在他对子侄的家庭教
育之中。 曾国藩强调看、读、写、作四者为
读书治学缺一不可的要点。在给其子曾纪
泽的书信中，他就说过“看书则攻城略地”
“读书则深沟坚垒”“至于写字， 切不可间
断一日”“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
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
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他重视树立子侄
们的志向，认为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同
时也要求他们要有恒心地读书治学，不断
扩充见识、学以致用。 他要求后人学习古
人风范，立为榜样，却也教导他们要结合
自己的体验与创作，形成一家之风。可见，
他对家训的继承与发展都体现着他经世
致用的“知行合一”教育思想。

第三， 体现在他对人才的培养与任
用上。曾国藩能够培养出一代湘军，与英
勇善战的太平军相抗衡， 自然离不开他
的军事才能， 但对人才的合理培养、教
育、任用才是关键。要将那些朴拙耐劳但
又缺乏作战经验的乡间农夫训练成具有
战斗力的武装集团， 曾国藩从思想与训
练两方面双管齐下，以“仁”“礼”作为治
军之旨， 以军队规定与作战技法作为训
练之要，最终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一代
湘军的战斗奇迹。这正是曾国藩“知行合
一”教育思想在实践上最好的呈现。

三、“知行合一”思想的价值
首先，曾国藩“知行合一”思想是在

继承与发展前人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
对后世影响深远， 具有重要教育价值的

教育思想。 在家庭教育上，曾国藩“知行
合一” 教育思想启示着家长们注意对孩
子整体人格素养的全面培养。 一方面要
多鼓励孩子阅读课外书籍， 更重要的是
要多带领孩子动手， 亲身体验， 参与生
活，增长见识；另一方面要注意对孩子的
原则性教育， 要严格制定孩子的家教计
划，监督孩子的学习，日日精进，严格把
关。在学校教育上，要注重教师言传身教
的表率作用，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学校要
制定一定的实践课程， 教师也要本着教
育与生活相结合的原则设计教学， 让学
生真正学有所用，学有所成。 曾国藩“知
行合一” 的读书治学理念是值得在学校
教育中推崇。 当下兴起的“研学”之风与

“知行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 曾国藩自
勤自省的学习作风与治学方法对于以自
学为主的学习方式， 尤其对于当代大学
生、 研究生来说更是有着重大的表率价
值， 从而真正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
水平，培养高等教育人才。

其次，曾国藩“知行合一”的教育思
想还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梁启超曾经
赞誉曾国藩为“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
朽，所成就震古烁今”之人，曾国藩作为
古代近代历史的一代见证与参与者，是
可担此誉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富强起来不过几十年， 正处于急功
近利的时代， 许多人被眼前的利益冲昏
头脑。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各种概念盛
行，想法泛滥，缺乏的正是一种沉静、稳
实、精勤的精神，而曾国藩“知行合一”的
教育思想正是一股拯救时代之风的气
流，创造着那个时代的历史，也启示着当
今时代的沉淀。另外，曾国藩“知行合一”
的思想更体现着社会的需求。 在如今这
个讲求实用经济的年代， 学以致用才是
正途，曾国藩经世致用的理念渗透入“知
行合一”的教育思想中，目的是便于培养
出既有着广博的见识， 也有着全面的人
格素养，更有着实践能力的人才，这样的
教育思想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 也指引
着现代教育的方向。

总之，曾国藩“知行合一”的教育思
想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 多方面的教
育呈现和本源性时代价值的思想。 它对
于我们当代的个人教育与时代发展都有
着重大的意义， 值得我们多层次地深入
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