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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

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

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因此，理想的课堂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教学中，我以新一

轮课改为契机，积极实践新课程，同时也对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课堂教学必须有人文主义思想的渗透，必须有人文精神的终级关怀，要能凸现生命的灵

动。 

 

我认为人文精神所涵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判断、审美理念、对历史的认知与认同、集体意

识、关怀意识、道德意识国家意识等等是一个人立身处世、健全人格的基石，如果这些东西模糊不清，

一个人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拼搏的理由，他就有可能走向虚无、反动甚至罪恶，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知

识又有何用？而我们传统的课堂教学恰恰相反的是用对知识机械割裂式地传授代替一种感染、一种参

悟、一种建构，缺少人文精神的课堂是毫无生机毫无前景的课堂，所以这将是我教学中关注的重中之

重。例如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是世界短篇小说长廊中的一篇不朽之作，它表达了一

个永恒不变的爱的主题。在教学这篇文章之前，我先讲了一件事：一对新婚夫妇在路上遇到了一起车

祸，在千钧一发之际丈夫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丝气力，推开了新娘，自己却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学生听

后眼眶湿润了，随即便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在探讨“什么才是真挚的爱”的过程中，学生一下子切入

了文章的主题，并且明白了很多。学生这种结合自身感受的畅所欲言，有的不仅是情感的交流，思维的

碰撞，更多带来的效应是学生在评价的同时，学会了对美与丑，善与恶的审视，道德情感得到了发展，

受到了情感的洗礼。在教于光中的《乡愁》时，让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仔细体会作者的心境，因为

文章短短的几行文字，简单的几个画面就积淀了作者的全部人生经验与情感体验，解读作品本身就是解

读余光中的人生经历与人生况味，它对学生情感的培养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二、课堂教学必须要创设和谐、轻松、愉悦的课堂教学模式，努力创设自由民主的教学氛

围，使课堂焕发生命活力。 

 

这里面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师的主体性问题，这个主体性问题关键在于不在老师作为教学

的主宰，而是作为课堂教学环节的设计者、实施者、知识的引导者、彼此的沟通者、兴趣的激发者和情

感的唤醒者，对学生要持一种尊重、理解、关怀的态度，让学生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这样他们就能

无所不谈，就能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好的坏的一目了然；另一个就是学生的主体性问题，这个主体性

问题关键在于学生是教学的中心，教学过程一切要围绕学生实际展开，这样才有可能创设出一种自由民

主的教学氛围。我校努力实践的“三段六步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即：“三段”是指自主探究、合作

探究、实践探究。六步是指：（1）激趣引题。（2）自学自究。（3）合作探究。（4）交流讨论。。

（5）自结自练。（6）巩固延伸。真正做到把课堂还给学生，课堂上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宰，而是学生

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主人。在教苏教版国标本七

年级语文《伟人细胞》时，我要求学生第一遍自读，感悟探究：贾里的伟人细胞表现在哪里？第二遍自

读，感悟探究：为什么贾里实现伟人的三次计划都失败了？第三遍自读，感悟探究：贾里意外成功的原

因是什么？每一遍自读，我都不急于让学生回答，而是给足学生读书和探究思考的时间，有的学生探究



思考的不理想，就让学生在多读几遍，有时要求默读，有时抓住关键情节齐读、范读。由于充分保证了

学生自主读书探究的时间，在交流汇报时，很多学生有话可说，连平时不常发言的学生都提出了一些问

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样的指导，解决了学生自主探究不自主或流于形式或自主不深入的问题，让

学生在课堂上找回自我，发展个性，充分调动了自主探究学习的积极性。而老师也能及时发现和肯定学

生探究的成果和收获，逐步消除有些学生的服从感、低下感和自卑感。 

 

三、课堂教学必须要优化知识结构，拓展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情趣。 

 

随着教学民主化的进程，激发学生的情趣成为一个重要的教学手段，怎样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呢？除

了创设好的环境和氛围，改变教学内容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它最起码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

有教学内容知识结构的优化，应该改变过去的一厢情愿而成为两厢情愿，变知识的传授过程为学生的认

知过程，进行梯度式分层式教学，适应个别差异，使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成功。二是扩展课堂的内涵，

进行多学科的交叉教学，强调学科间教学的相互渗透，能够做到迁移性联系性教学，这样兴趣的转移情

感的介入都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三是继续扩展到联系学生的社会生活实际，这就是在更大程度上扩

展了课堂45分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上课的概念应扩展到“所见即所得”(当然这其中包括所听

即所得)，从这一点延伸开去便会成为“所思即所得”“所想即所得”。当然这可能是一个理想境界，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知识的传授、学科的交叉又蕴含于生活经验的传授社会知识的讲解，那么我们

课堂便真正达成了全面提升学生人格全面推进学生素质的目的。例如：在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

课时，为了让学生体会到鲁迅对百草园的喜爱，对童年生活的眷恋和对私塾的厌恶。我让学生说说他们

的童年的故事。学生兴致勃勃地说了起来……他们大都出生在农村，与他们朝夕相伴的是田野、小河，

无拘无束的生活让他们与大自然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可是现在却不能撒欢在其间了，“为什么？”“我

们上学了……”“再和鲁迅小时侯的教育比一比”，学生一下子也就明白了…… 

 

四、课堂教学必须能让课堂活起来动起来，变知识的传授为知识的探索过程，变价值既定为

价值的判断，让学生在课堂的活动中感受学习的乐趣。 

 

让课堂活起来动起来，让学生在课堂的活动中感受学习的乐趣，感受自身价值得到实现的喜悦。这

里的活动不仅仅指学习的认知以及训练活动，我认为还可以涵盖游戏、表演、展示、情境设置等等多种

多样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一切活动，只要有利于课堂教学，我们大可把它引入课堂。如果有这样的可

能，一节课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化的行动或者称之为活动展示，这样不仅有利于打破原有僵化的教学模

式，而且符合行动研究的理论，更有利于学生多元智能的开发。这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皇帝的新装》这篇文章故事性比较强，所以我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就按照每一个故事情节相应地编

排了一个画面。如游行大典场面，试新装场面，用投影仪打出来作为背景，这样既渲染了课堂气氛，又

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在课堂上我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分析人物形象时，我并不是一味给

学生讲解，让其机械地记忆，而是让学生参与其中。例如在讲“大臣、官员、皇帝看新装”这一情节

时，我改变了以往让学生朗读、思考三个场面写法的不同的方法，让学生走上讲台通过自身的表演，来

领悟写法的不同，这一举动仿佛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一下子活跃起来，争先恐后要到台上表

演，为了更好地渲染气氛，我准备了一些小道具、王冠、胡子等更增强了学生的兴趣，学生上台表演时

将皇帝夸张的动作，恐惧的心理、心口不一的言行，表现了淋漓尽致；而老大臣手持拐杖，眼戴花镜，

苍老的声音，展现了其虚伪的本质；而演骗子的同学则以其诙谐的语言，滑稽的动作引得同学们捧腹大

笑，在笑过之余，也增进了同学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在表演结束后我又适时点拔，学生很容易就总结出

人物的形象特点，这比单纯由老师讲解效果要好几倍。 

 

五、课堂教学应寻求学生自主学习的途径，悉心指导问题的解决策略，探索学生自主学习的

新模式。 

 

这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用激励的态势让学生保持一种主观能动的激情，其次要不断提高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的解决要靠方法，学生学习课本上的问题往往是封闭

的，都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能找到一个标准统一的答案；但是现实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往往是具有开放性

的，并不都会提供必须的信息，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此学生掌握问题解决的策略就变得尤为重

要。教材中提供的范文不是学习的“法典”，而仅仅是学生学习的一个范例，我在教学完了《乡愁》一

诗之后，引导学生再学习席慕容的《乡愁》，将学法有效的迁移，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去探究其他文学作

品中的“乡愁”主题，使得知识由课堂延伸到课外，知识得到了整合，学生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就转变

成了发展性学力。 

 

所以要通过对新知的引入、教学环节转折延伸处进行有效的设计，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改革，把各学

科思想方法的教学作为各学科教学的灵魂，通过让学生主动求知主动发问鼓励创新，达到建构以学生大

胆而有益的探索为核心的自主学习的模式，或许这应该是我们研究的核心，毕竟我们是在寻找一种理想

与现实能够结合的比较好的课堂教学模式，这个立足点应该不会错，让学生学会学习是学生发展的基

点，只要学会了学习，我们想发展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六、课堂教学要着力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合作意识，激发学生开展小课题研究的兴趣，给

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教学完《中国石拱桥》一文后，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同学们，古人为我们留下了灿烂辉煌的

宝贵遗产，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我们身边的桥又有哪些变化和发展呢？”，很快学生就

拟定了“诗歌中的桥──桥梁美学、种类──家乡的桥──未来的桥──心中的桥”的研究思路，围绕

着思路，们就利用课余时间，利用网络调阅史料，各研究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协同作战，去完成课题研

究任务。不久一份集合着图片文字、排版精美的《天堑变通途──中国桥的研究》的调查报告就出现在

了我的面前。实践证明，结合课堂教学所延伸的小课题研究活动的开展，能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研究欲

望，很好的培养了学生的研究意识，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工作最重要的是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人。师生间是活生生的人的相互关

系。”其实课堂教学既是学生的认知过程，更是学生生命活动过程。只要我们积极更新教育理念，以人

为本，关注学生课堂内外的生命状态，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改革课堂教学，优化教学过程，就能

使广大师生耗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却在教与学上收到优质的效果，使教学效率得到最大可能的提高，就

能构建课堂新理想，展现课堂新活力，实现理想新课堂。 

 

我想，只要我们用心领略，认真抓住教学生活中的每一次机会，认真对待每次不起眼的收获，用智

慧启迪智慧，用情感调动情感，用心灵碰撞心灵，美丽就会留在课堂，回味将永驻孩子心间。 

 

【上一篇】 

【下一篇】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100081

E-mail:pep@pep.com.cn

版权所有：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ICP备05019902号 

新出网证(京)字016

电话：010-58758866 

   010-58758833 

传真：010-58758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