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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开 花 落
常德市一中高 384 班 黄弋嘉

花开，馨香缭绕；花落，幽径遗红。
———题记

花开花落是花的宿命，人亦是如此。
年轻时看花开之时大多是“待到山花烂漫

时，她在丛中笑”的兴奋，花落时却又逃不出
“红消香断有谁怜”的悲伤。 经历得多了，花开
时便会有“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淡泊，
花落时也会有“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豁达。 经
历，是个好东西。 人生只有一次，何必强加外物
之情于己身呢？

花开时，我们可以笑。 我们走过千山，涉过
万水，踏破铁鞋，终于在这里看到了花开，听到
了花开的声音。 难道我们不应该笑吗？ 当期盼

已久的幸福来临之际， 难道我们不可以笑吗？
花开时的笑，表达的是最真挚的情感。 成功后
的喜悦，黑暗过后的黎明到来之际，我们是应
该笑的。 花开之后，香气弥漫；花开之后，五彩
缤纷。 我们为什么笑呢？ 我向往花开之后的
笑，那笑容有几分喜悦，有几分轻狂，这笑容
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
狂笑，也不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
昆仑”的血笑，更不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的媚笑。 这笑是来自心底的，最
真诚的微笑，花开时，我们可以笑。

花落时，我们也可以笑。 花落，总不免生起
几分悲凉。 昔时，黛玉曾“未若锦囊收艳骨，一

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沟
渠。”每每想起，不免心头微酸。这花落时节可真
是一个伤感的时节啊。可是我们不知道，这花落
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生呢？如若花不落，又怎会迎
来新的花开呢？所以黛玉不曾懂得：她的埋葬是
徒劳的。相反在苍穹尽头的香丘内，她将自己与
花一同葬去，以致于她无法新生。这里我想到了
曹操，世人皆以他为枭雄，可却不知，他是真的
智者，赤壁之战令他东躲西藏，走投无路。 可在
亡命的路上，他还是大笑着的。 面对如此情形，
他能笑着指出孙刘在策略上的失误，给了士兵
以极大的信心。最终成功走出华容道，回到了魏
国。 所以花落时，我们也可以笑。

还是刘海粟先生解得好：
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沧海桑田，铁甲依旧，任花开花落，一笑置

之。

浅谈幼儿童话舞剧教学
株洲市中等职业学校 柳艳

在幼儿音乐艺术教育中， 童话舞剧的教学
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幼儿童话舞剧是以童
话故事为内容， 用歌唱和舞蹈为主要艺术的表
演手段，来展现童话故事情节和内容的。 因此，
从幼儿童话舞剧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
从舞蹈的内容和形式来看，以童话为题材，结合
舞蹈和音乐歌唱的表现形式， 通过对童话故事
的把握，经过一系列的艺术加工和组织，形成了
鲜明的节奏和优美的舞蹈动作， 直观形象而又
生动活拨，符合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还可以有
效的激发幼儿学习舞蹈的兴趣；另一方面，童话
故事充满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蕴含着丰富的
人生哲理， 借助舞蹈表现的形式不仅能使幼儿
获得舞蹈艺术活动本身的艺术情趣， 而且还能
够提高幼儿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能力， 有效的
促进幼儿艺术情操的陶冶和智力的开发， 有着
重要的育人作用。

一、幼儿童话舞剧教学激发幼儿艺术幻想，
提高幼儿的表现力。

幼儿童话舞剧的教学， 首先就赋予了丰富
的幼儿童话故事。 童话舞蹈剧有着丰富的艺术
幻想，应该发挥童话舞剧特有的，富有贴近幼儿
生活、充满童趣的舞蹈想象力和表现力，将幼儿
的艺术幻想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以舞蹈的形
式经过教学实践将其进行艺术加工、 组织、整
理， 与优美起伏的节奏和旋律一起构织成为舞
蹈的内容。一方面，幼儿可以通过自身对童话故
事中的艺术幻想， 用自己对舞蹈的理解和认识
大胆的表现出来， 让幼儿去充当童话故事中自
己喜欢或者想扮演的角色，用心去感知美、体验
美。另一方面，还可以借助童话舞剧中的贴近幼
儿生活的素材， 在模仿童话舞剧中角色的各种
动作的基础上，借助夸张、拟人、幽默的艺术手
法，培养幼儿的艺术模仿和创造的表现能力。以
童话舞剧《小熊请客》为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图片、音乐、视频等多媒体将童话故事向幼儿进
行展示， 并布置好舞台的相关场景、 道具和饰

品，观看“狗、鸡、熊、猫、狐狸”等动物的生活中
颇具典型的动作的录像， 让幼儿模仿自己喜欢
的动物的动作，播放歌曲《到小熊家里去》、《我
才不管你》等，并请每一个孩子边唱边把自己想
象成歌中角色进行表演， 在教学实践的时候根
据剧情，设计舞蹈动作，完成童话歌舞剧《小熊
请客》的表演，显然，幼儿的艺术幻想得到了满
足，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也得到了提高。

二、幼儿童话舞剧教学融入心理特点，培养
幼儿人文审美情操。

从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来看， 幼儿童话本
身就是幼儿的最爱，童话舞剧的教学，符合幼儿
心理特点和生活情趣， 培养了幼儿的人文主义
审美情操。 我们都知道， 幼儿是人生的幼年阶
段，天真活泼，知识不多，对生活的各类现象充
满好奇感， 幼儿的这一心理特点决定了童话舞
剧的教学必须符合幼儿的心理特征。 而事实上
呢， 幼儿童话舞剧恰好将幼儿的个性和幼儿童
话般的年龄心理特征结合得完美无瑕。 童话舞
剧中的离奇而又充满想象的故事情节， 将想象
中的事物和现实的事物结合起来， 带着夸张而
又幼稚的故事情节， 成为幼儿舞蹈剧中的核心
和灵魂。 因此，我们抛开歌舞不说，单单是从童
话故事本身来看， 就蕴含着无穷的人文主义精
神财富，这些深远的意味，显然不能靠简单的说
教来实现， 要想正儿八经地进行教育往往既费
力又收效甚微， 童话舞剧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媒
介。只要借助童话舞剧的内容和形式，才能更有
效的引导和启发幼儿， 获得童话故事以外的精
神认知和行为， 在获取童话舞剧本身人文主义
艺术审美情趣的同时， 让幼儿童话舞剧中所表
现出来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成为幼儿的潜意识和
规则意识，让幼儿们终身受益。

三、幼儿童话舞剧教学可以创设情境，有效
促进交往能力的发展。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 交往能力是促进其身
心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在幼儿时期，交

往能力可塑性和重要性更大， 对幼儿心理发展
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教学中，往往会经常遇
到这样的处境， 刚开始入园的幼儿对新的陌生
环境往往产生一系列的抵触情绪：恐惧、不安、
焦虑，有的幼儿还由此而表现出孤僻、胆小、不
和群的性格特征。这个时候，教育工作者就必须
要创设交往的环境和机会消除这种心理， 而幼
儿童话舞剧的教学就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
式了。在童话舞剧的实践活动中，幼儿很快就可
以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可以尽情的听故事、唱
歌、表演节目、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因此，幼儿
童话舞剧的教学一方面因它的趣味性和活动性
引起孩子的兴趣和热爱，另一方面，通过童话舞
剧表演过程扮演的不同角色， 让幼儿尝试性的
解决问题， 体验不同童话作品带来的不同情感
体验，进而上升为幼儿智力、感情、社交交际和
精神等的各方面素质， 为幼儿交往能力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如通过幼儿童话舞剧
的实践活动， 可以引导教会幼儿学会交往的语
言、在处理问题时的协商语言、抱歉语言。 当然，
幼儿在童话舞剧中还可以获得交往的态度、表
情、动作，借此练习幼儿互相团结、谦让的技能；
在表演中，教师还可以引导幼儿自己编导，自己
排练，借此练习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自我分工
的技能等。

综上所述， 从幼儿教育的心理特征来看，
幼儿处于人生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 幼儿好
动，好模仿，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也喜欢参加
童话舞剧这类韵律感很强的舞蹈活动。但在长
期的幼儿教育之中，我们会经常发现，幼儿虽
然热衷于对舞蹈动作的模仿和感官，却缺乏自
己的情感和体验， 对舞蹈艺术表现力不够，与
之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困乏，甚至不适应团体活
动，羞于交往。 幼儿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充分了
解幼儿童话舞剧的作用，精心编排，积极引导，
更好的促进幼儿童话舞剧教学在幼儿教育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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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年级数学教学，无
论在课堂上还是生活中， 让学
生对数学充满足够的好奇心、
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才能让
学生产生浓厚兴趣并逐步引导
他们学好数学。

目前的一年级数学课本从
形式上也较以前有了很大变
化，每一课学习内容、每一道练
习题都可以用一个小故事把它
表达出来， 并把知识融入到学
生的学习当中， 与学生的实际
生活联系紧密。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怎样才能使学生愿意学并
学好数学呢？

一、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
意识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意
识， 让本来枯燥的数学变得更
有趣，只有对数学产生兴趣，才
是学好数学的根本。 对于刚升
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大部分
已经接受到了学前教育， 所以
说， 他们对数学并不是一无所
知。 因此， 在上第一节数学课
《数一数》时，我先让学生观察
教室， 让他们寻找教室中能看
到的数，例如数人数、桌子等；
又带领学生到校园寻找校园中
都有哪些数？ 还让学生说出那些和自己有关的
数字，看谁说得多、说得好，让学生感觉到数学永
远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生活中充满着数学，从
而增强学数学的兴趣。

二、创设浓厚的学习数学的氛围
创设浓厚的学习氛围，是学好数学的保障。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即使是孩子在玩儿，也能不
断地接受新的知识、新鲜的事物。 怎样才能让孩
子在玩中获得知识呢？ 针对每课不同的学习内
容，我编排设计了很多不同的游戏、故事。 例如，
在上《认识钟表》一课时，我给孩子拿来钟表，以
游戏的形式演示：1号起床的时间是 7:00，2号将
时针和分针拨到该时位置， 让学生变换着来演
示。这样，学生既能准确认识了时间，又能学会思
考，还能亲自动手。 亲自参与动手的孩子显得格
外积极，也逐步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

三、引导学生学会观察、思考、解决问题
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观察、思考、解决问

题，是学生学好数学的重要途径。 现在的数学教
材中有很多的练习题具有不唯一性的特点，这就
需要我们抓住时机，鼓励学生养成多动脑、勤思
考的好习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刚开始，当我提
到还有不同答案，谁能回答时，很多学生的表情
都很茫然，教室里鸦雀无声，我慢慢提示着，鼓励
大家，积极思考的学生立刻举起手，有的能答对，
有的有点偏离，但明显看出大家都想积极表现自
己，都在努力思考。 我认为表扬大家的效果比不
上表扬个人的效果好， 尤其表扬成绩差的学生
时，大家的积极性会更高。 这样会使孩子以后敢
于发言，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问题对于不同分
析者来说，都会存在不同的结论，培养学生表达
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当然说错的问题教师要及
时纠正， 从而让学生学会以不同的角度观察问
题、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问题、用不同的手段来
解决问题，充分让学生意识到解决同一问题方法
的多样性。

四、培养孩子的生活实践能力
让学生懂得学以致用，只有实践才能发挥知

识的作用。许多学生在学校成绩优秀，然而在实际
操作中却有很多学生不能独立完成。也就是说，学
了却不知道怎样应用，数学如果不能与生活有效
地联系起来，那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 所以，在
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活实践能力也是至关
重要的。每上一节课，教师首先应给学生提出一些
实践性的问题，教师教的过程就是引导的过程，然
后让学生将刚学到的知识运用上。这样，能提高学
生应用数学的能力。 例如，学习了“位置”这一课，
让学生说出自己在教室的位置，认清前后左右的
相对性。 认识钱这一方面的知识时，进行游戏表
演，让学生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本”、或买“笔”等，
让学生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剩余多少，买了多少
东西等实践性问题。这样，使学生在实践中得到了
锻炼，把数学真正融入到了他们现实生活之中。

口 哨口哨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它并非
一种传统文化，也没留下过什么载入史册的
传奇，更没有形成一种音乐门派登上闪亮舞
台，但神奇的是，它居然无缘无故存留了这
么久。 其实在许多人心里，口哨一直被认为
是一种随意的东西，而对吹口哨的人，大家
第一反应或许是想到街边漫无目的的无业
青年在夺人眼球。 可能很多人觉得，随着文
明之风吹到每一个细微的角落，指不定哪一
天口哨这种东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同
它没来由的存在这么久一样。

但在我们家，吹口哨是一种暗号。
自从我有意识起，就一直存留着对口哨

的印象。 我不知道这原本是谁的创意，总之
我们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哨音
做为标志，不同的声响不同的调调，却演绎
出了同一首回家之歌。

小时候，我自然不会吹口哨，当然，我也
没有学的必要，因为永远是我先回家。 每当
到了妈妈下班的时候，我就会竖起耳朵仔细
听着外面的声响，当听见妈妈呼唤我的独特
的哨音与那熟悉的脚步声，我就会欢天喜地

地跑去开门，一下扑入妈妈怀中。 那时在我
的印象里，带来妈妈讯息的哨声，如同可以
围住人打转的风，很温暖，很温暖。

后来我长大了，在家中守候着家人归来
的人，由我变成了妈妈。 于是我也学会了吹
口哨。不管是骑车飞驰，还是打伞冒雨，只要
一进小区，我就开始把口哨吹得“震天响”，
然后便会听到家里也传出呼唤我的哨声。然
后门开了，饭菜上桌了，妈妈站在家门口对
我微笑了，然后———我回家了。 没有任何一
句言语，也没有任何一丝生疏，整个过程就
像一部排练过千百遍的戏一样，从头到尾一
气呵成。曾经年幼的我如今终于体会到了当
年我为妈妈开门时的心情，如同身边围绕许
多快乐的小精灵因你的到来而歌唱， 很快
乐，很快乐。

我也问过妈妈，如果有居心不安的人也
学着我们这样吹口哨怎么办？如果他能吹出

跟我们一样的声调那岂不会引狼入室？妈妈
微笑着，答案很简单———我永远知道回家的
那个人是不是你，就看你知不知道喽。是啊，
就像当年我熟悉妈妈的哨音与脚步一样，妈
妈又怎能不熟悉？ 哪里会错？

我庆幸我家一直住在三楼，因为住在高
层的人家， 哨声无法传到那么高的地方，无
法带去那么远又那么近的讯息，他们无法享
受这样一份独特的温暖。 但并没有什么可
惜，因为回家必定是温暖的，虽然它只是简
简单单两个字，虽然它会给不同的人带去不
同的感受， 虽然它对每个人都有特殊的含
义，但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切，也可以让我
们带回去一切。在每一个哨声能到达或无法
到达的地方，或许永远会有那么个人等着你
的到来，永远有那么个角落等着你亲自去打
扫，永远有那么双碗筷等着你去拿起。

回家，我们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