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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钱梦龙老师的“三主四式导读法”教学思想以其理论上的通俗明确、实践上的易学实用在语文教育界产

生了重要影响，不但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也对当今语文教学改革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本文通过

分析“三主”、“四式”教学理念，得出语文教育要“两性统一”、树立平等教学观、培养学生的学习

心理等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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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Qian Menglong’s teaching ideology of “Three Subjects and Four Forms of Guide Reading 
Method”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ue to its clear and clear theo-
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easy learning. It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teaching 
model, but also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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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eaching concepts of “three main principles” and “four styles”, and draws 
inspi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gender unity”, establishing an equal teaching concept, and cultivat-
ing students’ learning psychology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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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钱梦龙老师崛起于语文教坛，钱氏“三主四式导读法”奠定了钱老师在语文

教学界实力派、技术派的地位。导读，简单地说，就是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文本。导读教学思想虽然看似

简易，实则内涵丰富而深刻。钱梦龙语文导读法曾在语文教学界，乃至整个教育界引发激烈论争。“三

主四式”在语文“工具论”一统天下的背景中产生，在备受争议大环境中发展，并且和新课改精神中“学

生自主、合作、探究”，“师生平等对话”等思想不谋而合，这不但引起我们一些思考和感悟，也对当今

语文教学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2. “三主四式导读法”的基本理念 

“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是钱梦龙导读教学思想的完整表述。“三主”即“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训练为主线”，“四式”即“自读式、教读式、练习式、复读式”，哲学认识论在教学领域的特殊运

用是其创立的重要基础。 
何谓“导读”，钱老师将“导”定格为“因势利导”，这既表明在教学中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又

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要作用是引导而非牵制，即“导而弗牵”。钱老师将“读”定义为学生的阅读

实践，即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主动的认识活动和能力训练。“导”、“读”合二为一就是在教师因势利导下

学生主动地阅读实践。为了更为形象地理解，钱老师将教师比喻为教学活动当中的“导游”，将学生喻

为探索知识的游客，导游的作用是辅助、引导游客看风景而非自己看风景。优秀的导游不仅引导游客“浏

览”风景，还教会游客如何“鉴赏”风景，更为深刻地理解风景。“三主”是钱氏语文导读法的“理论设

计”，即指导思想，而“四式”则是“三主”理论指导下的教学程式[1]。 

2.1. “三主”的教学思想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是钱梦龙导读法的理论设计，即“三主”教育思想。

“三主”的思想理念贯穿着钱梦龙导读法的教学思想的始终，这对于课堂教学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并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课堂教学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其中“主体说”强调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有利于从理论上明确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地位问题；而“主体”和“主导”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构建

了一幅教学过程中师生双向互动的蓝图[2]，在当今的语文教育中仍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以学生为主体”即要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认识活动中的主体，认识到学生具有主观能动性，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是发展中的状态，是具有重大潜能的人。钱梦龙先生将学生放在“三主”教学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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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可见学生在课堂教学乃至整个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充分认识学生的主体地位、明确学

生具有主观能动性和是发展中的人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基本立足点，是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对自己进

行定位的重要依据。“以学生为主体”要求教师的教学工作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引导学生进行探索知识、

在实践中获取知识。教师的职能是学生自主探究的引导者、协助者，而非包办者。 
“以教师为主导”即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不是盲目的，是有教师进行指导的。教

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双向互动的过程，教与学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学生处

于认知的发展期，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在语文学习的认知过程和实践过程中容易走向盲目探索甚至出

错，这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教师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科学的引导。所以，在教学中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

同时，也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主导”通过“因势利导”来实现。这要求教师要注重不断提

升自身教育素养和学科素养，从而与时俱进不断提升“导”的质量，在教学活动中教学相长。教师的“导”

是教师通过分析学情，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启发；是教师

通过分析课标和教材，明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进行教学评价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清

晰的反馈。教师的“导”不但讲求质量，也讲究艺术，从而充分保证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语

文学习过程中全面提升语文素养[3]。 
“训练为主线”是教学活动中的必要环节，“训”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练”是学生在教师引导

下主动地学习活动。“训”和“练”是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过程，二者缺一不可。在语文课

堂中对生字词进行简单的“操练”，课后为学生布置大量的作业并不是钱梦龙老师所指的“训练”。而是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语文学习，师生在这个过程中双向互动，即时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老

师科学的引导下掌握与理解语文知识，提升语文能力，获得审美体验。在语文“训练”过程中，教师提出

的问题、让学生自主完成的习题要有启发意义，要落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

中培养思维能力，并学会举一反三，不断提升语文素养。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

终，同时一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和部署都以此为依据是钱梦龙老师语文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 

2.2. “四式”的教学程式 

与钱梦龙导读法的“三主”理论基础相对应的教学方式叫作“四式”，是教学的基本程式。“四式”

包括“自读式”、“教读式”、“练习式”和“复读式”。 
自读，就是学生自主的阅读活动。自读并非是学生随意性地无目的地阅读，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

行的，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阅读和阅读训练。自读可以分为三种

类型：一是先教后读。教师先教给学生具体的阅读方法，学生将阅读方法转化为阅读能力进行自主地阅

读；二是先读后教。学生先自行阅读，而后教师再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引导，解决疑难问题，指导学生

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阅读方法；三是边教边读。学生的自读和教师的引导是同步

进行的。“自读式”体现了对学生自读能力的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培养，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读是在教师科学的引导下学生进行阅读训练的过程。所谓“教读”，拆分来看，就是“教”学生

“读”，教读是以学生为主体的阅读活动，同时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对学生如何正确的“读”进

行启发和引导，而不是将知识全部灌输给学生，忽视学生自主探索知识的过程。教读一般与自读是同步

进行的。因此，检验教读效果的首要评价标准是学生自主能力的提升程度所以，检验教读效果的首要指

标是学生自读能力的提升程度。教读的理想状态是学生在不需要借助老师帮助的情况下能够采用正确的

方式阅读一篇新文章，知道如何展开阅读，如何进一步地理解文章，同时能够读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教

师“教”的质量决定了学生参与阅读活动的积极性，学生的主动参与是进行有效阅读的前提条件。因此，

教师要注重“教”的艺术，在教读过程中要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注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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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等，要做到因势利导。 
“练习式”里的练习指的是学生在学习新课文后，自主完成口头的或书面的作业。常见的练习方式

包括：仿作，即对新学习的文章在字词句和篇幅结构上进行创造性的模仿。仿作是学生进行写作训练的

有效方式，是适合低年级学生的写作方式；改写，即通过改变一篇文章的角度或人称、改变结构、改变

题材来达到写作目的的一种写作方式。改写是教师常用的一种指导写作训练的方式，要求教师进行巧妙

设计。钱梦龙老师经常使用的改写方式是改变角度，这种改写方式难度最大，最能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

评论，即对学过的课文的写作手法等进行评价和论说。评论是适合高年级学生的一种练习方式，对学生

的语文能力要求较高，对文章进行评论有一定的难度，这也对学生的训练基础有一定的要求；带读，即

通过用比较的方法，以文比文的方法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一种训练方式，是一种练习方式，可以提高

学生阅读能力。学生对两篇学过的文章进行比较，可以是文章内容的比较，也可以是文章形式的比较，

带读通过比较文章的内容或文章的形式等，掌握文章之间的异同，巩固已学的知识，有利于进一步地理

解文章。 
正如夸美纽斯所言：“从实践去学习比用规则来学习来得容易。”[4]练习式有利于巩固所学知识，

培养迁移能力。学生通过反复的有针对性的练习可以逐渐提升自己的自学能力，有利于构建完整的知识

体系，提升语文素养。 
复读式就是将已经学过的文章按照一定的组合方式组成一个“复读单元”，学生在这个复读单元中

国通过复习、比较和思考，对已学的知识进行整理和巩固，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获得新的认识体会。复

读式是进一步培养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教学方式，具有单篇阅读达不到的效果。复读可分为“单篇复读”

和“单元复读”。 
单篇复读是指学生在学习新课文后，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进行复习性阅读，从而巩固知识，加深理

解，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单篇复读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以累积知识或记忆为主的作业，这类作业

的主要形式有背读、朗读、抄读等；二是以消化知识为主的作业，如课后的训练、思考题等几乎都是这

类作业。教师可以选用教材上的课后习题，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计习题。这里的消化知识，不仅

仅是对已掌握知识的强化记忆，而是指对知识的吸收和理解；三是以应用知识为主的作业，应用的过程

就是知识“迁移”的过程，这种类型的作业可以是分解的、小型的，也可以是综合的、大型；四是评价性

作业，评价包含评析和赏析，要学生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逐渐增加评价内容的难度，直到学生可以使用正

确的方式对整篇文章从各方面进行评价。 
单元复读是指将已学单元的课文进行复习性阅读的练习活动，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对课文进行复习、

比较，使学生巩固知识，强化记忆，将对知识的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并获得对已学知识的规律性

认识。复读的单元可以是教材上的教学单元，也可以是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进行编排的复习单元。单

元复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知识归类为目的的复读，这类复读的重点是促进学生知

识结构的形成。具体方式是将复读课文单元中重要的知识点进行分类整理和归纳，并以表格、纲要的形

式进行提炼整合，方便学生记忆。学生归纳的过程也是学生思维形成的过程；第二种类型是以比较异同

为目的的复读，指在一个由两篇或两篇以上的课文构成的复习单元中，学生对不同的课文进行比较训练。

文章的选择范围可以是课内的，也可以是课外的，或者是课内课外相结合的。学生通过分析文章之间的

异同来进行归纳、总结，从而总结规律，发展思维能力。 

3. 钱梦龙导读法对当今语文教学的启示 

3.1. “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教会学生阅读文本 

由于我国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是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独有的一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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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其他国家语文教育从未有过“定性”方面的问题。钱老师认为“两性之争”从本质上来看就是“文道

之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旧瓶装新酒，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和情感因素。钱梦龙

老师将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比喻为刀与刃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钱梦龙老师在认

可“两性统一”这一说法的基础上，总结自身教学实践经验，提出教会学生阅读，通过训练提升学生的

阅读能力，是真正实现两性统一，提高语文能力的根本途径。 
“工具性”与传统语文教学大纲中“培养学生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能力”这一要求相辅相成。谈到

“工具性”，就必须要重视对学生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基本技能的训

练。而“人文性”一直以来是没有明确定义的，是相对来说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语文教学中，“人文

性”通常指的是对学生情感态度、人生观、价值观等精神上的塑造。钱梦龙老师认为，“工具性”是语文

的本质属性，“人文性”则是语文的必要属性。所以，他反对传统的肢解课文的教法，反对架空文本，一

味追求人文忽视工具性的某些公开课。 
任何国家的语文教材都是由一定数量的课外有机组合而成的，这是因为“文选型”课本所选文章都

是用来学会和运用本民族语言的经典范例。进行母语学习，提高母语水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文章。一

方面，在对文本的阅读、朗诵、揣摩、品味、鉴赏的过程中能够培养语感，发展思维，理解情境，增强对

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另一方面，在学习文本的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熏陶，

润物细无声地提升语文素养，积累沉淀语文知识。 
对于语文能力，通常来看，指的是听、说、读、写四大板块。尽管钱梦龙老师从未正式对听、说、

读、写这四种能力进行排序，但每当论及，则一般都表述为“读、写、听、说”，由此可见钱梦龙老师对

“读”的重视程度，虽然这四种能力没有主次先后之分，但语文课堂教学的重心应该是书面语的教学，

口语方面的训练一般在入学前的家庭教育中完成。书面语训练主要依靠阅读文本。因此，读实际上是另

外三种能力的基础，是“工具中的工具”。语文教育包含的内容博大而精深，体量大且千头万绪，而教学

时间、师生精力又是有限的，难免会顾此失彼，所以必须找出一条执一御万的终南捷径。钱梦龙老师认

为，这条捷径就是“阅读实践”。抓住了阅读，也就抓住了学生在文本中迅速捕捉有效信息的能力，抓住

了学生与文本进行对话的能力。 
某些公开课，从表面上看，确实与钱老师的导读教学思想有颇多相通之处，如“教师逐层引导”，

“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师生平等对话”等。但实质上，这些公开课完全背离了“导读”的根基。

导读是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文本，重心应该放在“读”上，通过有效地“读”，让学生阅读文本、鉴赏语

言、品味思想、触动心灵。但某些教师却将钱梦龙老师的导读教学嫁接成空中楼阁式的拼盘读物，公开

课变成了教师的表演课，没有重视学生的“读”，而一直在强调教师的“导”。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我

们应该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以阅读实践为主线，多触摸文本，少一些花里胡哨的作秀，脚踏实

地，循序渐进，切实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3.2. 改变思想观念，树立“平等”的教学思想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方式以“填鸭式”教学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很少有师生之间的对话。钱

梦龙老师导读法中的谈话法的主要方式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师生互动的教学形式，这对提问的质量

具有很高的要求，问题的设计要能够达到启发学生的思维、加深理解的作用。这与传统教学方式中的师

生谈话有本质区别，传统教学的提问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学生被动、机械地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难以调动学生的热情和主动性。如果问题的设计过于琐碎、质量低下，学生就会缺乏主动探索的意识，

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没有任何帮助。问题设置过多，则容易导致学生为了避免回答不上问题而被老师

批评或同学嘲笑而努力寻找答案，思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是为了回答问题而回答问题，缺乏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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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和能力的提升。 
钱梦龙老师为解决师生谈话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和师生地位的不平等，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师生交流

方式，即“交谈”。“交谈”与“谈话”的主要区别在于“交谈”注重师生在对话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师

生之间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建立精神联系，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教学的各个环节。“交谈”充分体现

了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在实际的教学课堂中，钱梦龙老师采用设置“话题”的

方式来与学生进行交谈。如在《故乡》一课时中，钱老师设置了以下六个话题：关于“我”的“希望”；

关于写景；关于闰土；关于“我”；关于杨二嫂；关于宏儿和水生。师生对这些话题进行探讨、交流，在

教学过程中学生大胆质疑、互相提问与解答，教师是学生中的一员，是其中的引导者，与学生的关系是

平等的，在交谈中引领方向和脉络，在必要的时候对学生进行点拨和引导。 
在平等的交谈中，钱老师的话题设置值得学习。在每堂课上，钱老师仅仅会抛出几个话题，并围绕

话题由点到面地展开讨论，学生围绕话题进行思考和探讨，这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有利于学生

思维的发散。学生对话题进行大胆想象和积极思考，而不是被动、机械地寻找答案，这充分调动了学生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指导过程中起着“引”而非“牵”的作用。同时，教师在与学生交谈中也应该

注意：要营造轻松愉悦的交谈氛围，不要强调教师的权威性，使学生感到拘谨；在话题进行有序展开的

前提下，要注重课堂教学效率，把握对话的时间，充分利用有效教学时间；在对话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发散性思维，同时也要注意“形散而神不散”，始终围绕一个中心或一条主线进行探讨和思考。 
早期西方的教育家苏格拉底和我国的孔子都重视教学过程中的“对话”，在钱梦龙的导读法中也同

样注重平等对话的教学理念。他们都重视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通过教师引导性地提问，学生对文本的

认识与理解逐渐深刻。在整个教育哲学这个宏观的视野下，这种“我”与“你”的师生关系的融合也能使

得语文知识的连接更加紧密，富有逻辑。 

3.3. 对学生学习心理培养的启示 

钱梦龙导读法对当今的语文教学在心理学层面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教师只有结合学情，注意到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心理层面的反馈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到读法的作用。 

3.3.1. 培养学生的注意力 
注意力是学生进行长时间、有效的学习活动的必要条件。钱梦龙导读法是师生双向互动、共同参与

的学习活动，相比于传统语文课堂中教师单方面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机械学习的教学活动，导

读法的双向互动性更有利于引起学生的注意，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 
钱梦龙导读法中师生双边对话的教学思想，对应的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方式，教师在课堂中通

过关注学生的反馈信息来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与听课状态，从而及时有效地调整教学。同时，教师也

可以观察学生的外部表现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掌握情况，如在朗读过程中国，如果学生积极关注、

认真跟进教师的讲课思路，教师可以继续深入教学，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思考。若有同学小动作多、昏

昏欲睡，则表明该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应该及时提醒和点拨，引导学生将注意力回归至课堂中。所以，

从这方面来看，学生的学习状态同样可以作为一种教学反馈帮助学生及时调整课堂教学，进行有效的

教学活动。 

3.3.2.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钱梦龙导读法有着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思路，特别是“三主”教学思想中“以训练为主体”，每一项

训练内容都能对不同的学习文本进行有针对性地训练，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相较于千

篇一律的阅读教学，钱梦龙导读法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各种阅读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阅读想象力。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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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脑对外部信息进行加工制造，形成新的形象的过程。想象包括有意想象和无意想象，有意想象具有

目的性、自觉性和针对性，具有已从的方向。无意想象是无目的地、不自觉中产生，梦是无意想象的极

端表现。有意想象还可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创造想象是写作中国不可缺少的能力。学生在阅读教

学中，对作者所描绘的情境进行想象，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鉴赏与品味文本。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有意形象还可以帮助学生进行创造性写作。这不仅仅需

要学生的自读，更需要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有效引导。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钱梦龙在导读法中国指出教师要学会“导”。

再造想象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引导学生提高观察力，扩大头脑中的表象储备；二是教

师应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内容，掌握阅读的方法；三是唤醒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想象，从而巩固和加

深对知识的理解。同时，教师要创造想象产生的条件融入到教育教学中。在师生的课堂互动过程中，教

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思考和表达；在课内课外的学习活动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

对相关事物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热爱阅读，不断丰富和积累知识经验；问题的设置应该具有目的性和

激励性，学生在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深刻而有创造性的认识。在课堂教学中国，潜移默化

地引导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举一反三，促进学生产生积极的思维活动，引导学生进行积极幻想，

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钱梦龙的导读法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教学实践方面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教师在运

用钱梦龙导读法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区分不同的时代背景、教学实际、学生情况等方面的差异，在新课

改背景下灵活化综合化具体化地运用钱梦龙导读法进行教学，使其在教学实践中发挥出最大的指导意义，

推动语文课堂朝着更改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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