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中专的英语教学与其他普通高
中英语教学不同， 它更重视英语教师在
课堂授课过程中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
培养， 这就要求英语教师在授课中有所
侧重， 主要培养学生英语表达能力和交
流能力。

一、 重视听说技能与实用交际能力
培养

在以往的教学中， 我们片面追求对
课文和词汇的讲解， 忽视了对学生的听
说训练。 因此我们的许多学生只能看懂
和听懂一部分重点讲解的内容， 片面而
枯燥地记住几个词汇、几种语法现象，不
知道如何开口去说。 为了克服这一弱点
以及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我们积
极灵活使用教材，大胆淘汰过时的知识，
挑选出贴近生活的话题， 重新组合成以
话题为单位的单元。 还通过网络、报纸、
杂志收集相关的口语材料， 扩充到每个
单元中， 单元的讲解结束后以一个话题
为线索，设计与生活相适应的课题，让学
生以对话的形式， 借用本单元学习的词
汇进行交流。 通过这样的锻炼，学生能用
英语表达和领会别人的意思， 完成语言
知识的深层次加工和自我构建， 英语应
用能力大大提高了。

二、加强实用应用文写作的训练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学生的写作水平普遍偏低。

先不说如何泛泛而言，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更多时候看到的
是学生对着题目思考很久也无从下笔，千辛万苦写出来的文
章错漏百出。 例如：“我非常喜欢……”， 很多同学都会写成
“I� very� like……”而不是“I� like� very� much……”当教
师指出这一句话的问题时，很多人都会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
误出现在哪里。 犯这样的错误和少动笔、没有调动自我监督
的学习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首先
加强简单的造句子训练。 先让学生自行预习相关的时态，给
出相关的词汇，鼓励学生练习造出句子，再让他们之间相互
改，充分暴露普遍存在的问题；然后，教师将他们对时态的选
择、词性的区分等有通病的典型句子和优美的句子分别列在
黑板上，让学生去归纳总结后再补充讲解。 最后，让学生再次
修改自己的习作或再练习相同类型的句子，强化训练应用所
学的理论。 引导学生学会自学，学会归纳总结，培养学生使用
自我监督的学习策略。 教的过程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印
象深刻，再犯同样的错误几率减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句子强
化练习，写作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后，再开始应用文写作的训
练。 在应用文的训练过程中我们还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
学生。 主张学生将相应的中文应用文的格式和书写的要求进
行对比研究，把各种类型的文章对比讲解任务分给学生小组
去完成，然后组织有意义的写作任务，让学生进行反复的练
习。 在这个过程中，写作任务的设计、写作过程的监督、结果
评价的工作主要由学生自己完成，教师起着参谋顾问、协助
引导的作用。

三、注重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
有位学者曾经说过：“如果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从我的

身边拿走而只有一件剩余的话， 我会选择留下我讲话的能
力， 因为凭借讲话的能力我可以很快重新获得所失去的一
切。 ”由此可以看出，讲话对一个人来说多么重要。 坚持挤出
课前的几分钟，成为学生的演讲时间。 课前让每个同学就自
己感兴趣的话题准备一段话，在上课前由老师随机抽出一个
同学的号码，讲给大家听。 这样既可以锻炼每个同学的写作
和表达能力，还可以练习大家的听力，通过随机抽取号码做
法的随机性也保证了学生准备的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为了
提高学生的应试成绩，可以选择部分基础较好的同学，让他
们在每次课前利用几分钟讲解 1～2 个应试中经常出现的而
且大部分同学都不大熟悉用法的词汇， 或者讲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的演讲，都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建立有效的成绩评价制度
作为中职的英语教师，应从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入手，扎扎实实搞好教学工作，尽力让学生体会到教学过程
的重要性，避免应试教学。 一种教学思想的改变和确立，应该
建立一种有效的而且有别以往的评价制度加以维护。 笔者在
本学期的英语考试考核方面都作了一些尝试，引导学生把注
意力放在培养英语运用能力上。 例如，明确考试各项目的比
例：平时成绩（包括作业、课堂积极表现程度和课外活动的参
与表现）占本学期总成绩的 5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 50%
（其中听力占 15%～20%、写作占 10%、阅读占 15%～20%）。学
期开始就告知学生这些评价的措施，使学生明白他们在校学
习英语的目的，把工夫下在英语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能
力培养和锻炼上，正确对待考试。 同时引导学生以考试为契
机，查找自己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不足之处，促进自
己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全面提高。

青虫畏惧疼痛不敢破茧， 终不
能化茧成蝶完成生命的蜕变； 鹰畏
惧高空不敢展翅， 终不能搏击长空
完成生命的壮举； 你畏惧前方不敢
迈步， 终不能奋发向上完成生命的
挑战。 我们总会面对这样或那样的
困难，但只有无所畏惧，才能收获精
彩的人生。

无所畏惧是面对挫折和失败时
的坦然。“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
尽还复来。 ”这是曾经贵妃研磨、力
士脱靴，帝王堂前享尽荣华，而后又
屡遭挫折，志不得伸、才不得展的李
白无所畏惧的呐喊。 正因为已是知
天命之年的李白能够无畏挫折，坦
然面对， 才成就了斗酒诗百篇的诗
仙， 成为了千百年中华历史中最耀
眼的诗人之一。

无所畏惧是面对怀疑和挑战时
的勇敢。 对于金星来说重要的一天，
就是她做变性手术的那一天。 偷偷
地瞒着父母、老师和朋友，做出了一
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在面对众
人的不理解， 甚至曾一度从别人口
中的好孩子变成了反面教材， 她毅
然选择坚持， 无所畏惧地飞向国外
学习深造。 当别人都以为她已经落
寞的时候， 她却高姿态地转变成了

一个合格的舞者， 在别人目瞪口呆
的视线中，缓缓走来，宛如一颗徐徐
向上的金星。 人们才发现，当初被自
己嘲笑的孩子已经成长， 摇身变成
了成功的案例，让人羡慕。 金星她不
畏惧别人异样的眼光， 不畏惧未来
那迷一样的道路，她无所畏惧，披荆
斩棘。 她不追逐骏马， 只是默默低
头， 种下一片草原， 引来无数匹骏
马。 她羡慕别人的舞姿优美柔和，在
别的男舞者默默羡慕或另找出路的
时候， 她用别人不敢用的方法或是
想都不敢想的方法获得成功。 如今，
她更是正大光明地站在舞台上，平
淡地诉说着自己的成功， 因为她一
直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是面对背叛和孤独时
的坚强。张爱玲是民国的奇女子。 在
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她与胡兰成自
由恋爱， 用自己的文笔征服了许多
读者。 感情失败后，她雷厉风行地收
手，只身飞往美国。 在沉重的背叛和
孤独中支撑她的是无所畏惧的心
灵，不畏惧爱人的背叛，虽然伤痛，
却十分绝决， 不畏惧世人的不解，

“抛头露面”去闯、敢拼，肆意展露自
己的才情。 这样的奇女子，即使众说
纷纭，又何尝不精彩夺目。 最终，她

在异乡收获了一段新的恋情。 张爱
玲的高傲，她的孤芳自赏，却活出了
属于自己的精彩。

无所畏惧是面对真理和正义时
的担当。 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中最
为惨烈的一人。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他艰苦求索；面对腐朽懦弱
的旧体制，他奋起图强；面对救国救
民的大事业，他甘愿赴死。 变法失败
后，他毫不畏惧，大喊出“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的
壮语， 成为近代中国变法流血第一
人。 在追求真理的变法道路上，他无
所畏惧，只愿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只
愿振兴国家， 最终用自己的鲜血唤
醒了一大批有识之士。

当然， 无所畏惧绝不等于鲁莽
盲干，也不是一意孤行与意气用事，
而是一种对世事人情深思熟虑后的
智慧。 我们要敢于面对畏惧，遇到困
难挫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拿不出
无所畏惧的勇气去面对挑战， 只有
勇往直前， 才能在人生的路上披荆
斩棘。 我们更要善于面对畏惧，在做
任何事情时都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闯劲加上以巧破千金的巧劲，艰
难困苦玉汝于成， 最终才能看到属
于自己的最美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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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所 畏 惧

湖南师大附中高二 1411班 易天星

浅 谈 古 典 诗 词 的 鉴 赏

澧县银谷国际实验学校 蔡启珍

近几年，诗歌鉴赏进入中考，已
成为中考中的难点，很多学生对此
是手足无措，有时即使是老师讲解
了，有的学生还是云里雾里，不得
要领。 其实作为比较抽象的诗歌鉴
赏题目，我们应该尽可能去找到一
些方法性的东西，至少要教给学生
一些答题思路，授之以渔，有了这
些，学生才会自己去分析、去理解、
去赏鉴；同时还要注意我们提供的
思路应该是由浅入深，这样才会给
学生以信心。 平时在教学过程中，
我就有意识地教给学生一些鉴赏小
技巧， 让他们自己慢慢摸索探究。
以下就是本人在诗歌鉴赏教学时常
用的一些切入点，仅供参考。

一、关注题目、明了内容
标题是赏析诗歌的第一窗口，

诗歌的题目就像窗口一样， 透过题
目能知道写作内容、 写作主题和写
作类别。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
州》，题目就交代了事件，从题目我
们就知道这是一首送别诗， 诗人是
在送别友人， 自然的也就会体会到
离别时的那种不舍之情。又如《闻王
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题目中的
“闻”、“左迁” 就能让我们感受到诗
人对被贬友人的关切与同情。 再如
《次北固山下》，从“次”字，我们就
知道了诗人这是出门在外了， 是旅
途中暂时停宿， 游子的思乡之情自
然而然地也就跃入脑海。名诗《钱塘
湖春行》 题目就传达出了全诗的内
容信息， 让人感受到诗人对西湖早
春美景的无比喜爱之情。

二、了解诗人、把握背景
要想真正读懂一首诗， 一定要

了解诗人， 了解他的思想经历，他

写作时的背景情况 。 通过了解诗
人， 可以知道他们不同的创作风格
和流派 ， 从而为后面分析诗词语
言、 表达技巧、 思想内容和诗人的
观点态度作铺垫 。 诗人的人生经
历 、 性格特点以及他所经历的时
代， 都会在他的诗歌中刻下深深的
烙印。 在初次接触一位诗人的作品
时， 不妨多花点时间介绍诗人当时
的社会背景和其人其事。 读古人的
诗文， 如与古人交朋友， 要正确理
解古人的作品， 就必须知其人，论
其世。 诗中抒发的感情是诗人写诗
的动力， 诗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
基础均融入其中， 了解了这个动
力， 就找到了诗人感情的源头，便
能摸准诗人感情的脉搏。 因而一定
要了解诗人，掌握其写作背景。

三、抓住名句、紧扣主旨
主旨是文章的中心， 是作品思

想内容的核心。 诗歌和其他文学作
品一样， 写景叙事都是为了抒情，
表达主旨。 抓住了主旨， 诗歌理解
起来往往会容易很多， 而很多诗词
鉴赏题目都是围绕诗歌主旨来提问
的， 因而要教学生学会分析主旨，
抓住主旨。 一般来说， 诗歌的名句
和主旨是息息相关的， 抓住了名
句，也就紧扣了主旨。 诗以言情，或
表达喜爱， 或伤感离别， 或寄托相
思， 或抒发豪情， 或流露着诗人高
尚的爱国情操， 或渗透了他们对人
生的体验、 对世界的思考， 或体现
着缠绵的爱情、 真挚的友情、 浓郁
的乡情……诗人的这些情感一般都
会通过那些传诵千古的名句表现出
来，与名句息息相关。

四、读懂内容、再现画面
读懂是鉴赏的前提， 鉴赏诗歌

时必须整体理解其内容。 诗作为一
种语言艺术， 其善用含蓄精练的语
言来表现内容， 揭示诗人的情感。
好的诗词都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特点，故要读懂诗歌，必须充分发
挥想象和联想， 再现诗歌的画面。
而近些年的诗歌鉴赏题也很喜欢出
描绘诗句画面的题目， 因此平时就
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 再现诗
句画面。 孩子们的想象是无穷的，
那些美妙的想象都融入了学生对美
的理解， 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
感。 无论是叙事部分， 还是写景部
分， 都可以通过画面的再现来让学
生读懂内容，体悟情感。

五、扣住“诗眼”、用心品读
古人写诗特别讲究用字， 力求

达到一字传神的效果。 这种在关键
处画龙点睛的字词，便是所谓的“诗
眼”。 在教学中如果我们抓住解读
诗词的关键所在，即诗词之“眼”，
加以启发、点拨，那么就能促使学生
沿着这个方向作更深更广的思考、
联想，从而快速把握诗词大意，体会
诗词营造的意境之美 。 如贾岛的

“鸟宿池边树 ， 僧敲月下门 ”的
“敲”，以声写静，更能衬托月夜的
寂静 。 如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
闹”， 一个“闹”字，就使全诗情趣
盎然、境界全出。

总之， 古典诗词鉴赏任重而道
远，我们必须不断摸索探究，灵活运
用各种教学方法， 尽量教学生掌握
一些答题小技巧， 丰富学生的诗词
素养，努力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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