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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课堂
记者观课（14）

课程：语文课
授课老师：王双进
地点：隆回县雨山铺中心小学三年级

168班
语文课文题目也能玩出花样？ 隆回县

雨山铺中心小学王双进老师的语文活动
课上，三年级的学生用丰富的想象力来了
一次精彩的《课文题目串串烧》。

王双进老师走进教室，因为是一堂活
动课，学生们满脸期待。

老师问：“今天的活动课， 大家猜猜
看，我们要玩什么？ ”

学生开始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老师，
是成语接龙吗？”“老师，是猜谜语吗？”“老
师，那一定是讲故事比赛吧？ ”

王老师摇摇头，说：“这学期，我们学
过哪些课文，读过哪些课外读物，大家还
记得吗？ ”

学生抢着答：“《找小牛》《咏柳》《小英
雄于连》《故乡的芦苇》……”

王双进趁热打铁，引导学生：“今天我
们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将本学期语文课本
里的部分课文题目，也可以是看过的课外

读物，加上一些叙述性的词句，以及标点
符号， 联结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童话、神
话或生活故事。 ”

大家突然安静了，表情愕然，好像没
弄明白老师的意思。

王双进给学生举了一个例子———抗
日战争时期，《小英雄于连》在《故乡的芦
苇》丛里，机智勇敢地《带着鬼子捉迷藏》。

学生豁然开朗， 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时间在欢乐的氛围里流逝。 王双进老师提
醒：“请每个组选派一名同学，上讲台演讲
本组最精彩的一个故事，然后板书在黑板
上。 ”

学生刘颖自信地走向黑板， 一笔一
划写下《奇遇记》———今天，《狐狸和乌
鸦》冒着《蒙蒙细雨》，回到《故乡的芦苇》
打听《春的消息》。 他们过了《皮巧根桥》，
来到一条《爱唱歌的小溪》里，一边唱着
《渔歌子》，一边《捉蟹》。 突然，发现水中
央有一个《蚁球漂流》，后面还有一位古
人在《刻舟求剑》，岸边有一个《渔翁和魔
鬼》在搏斗。 那个又高又凶又丑的魔鬼尖
叫着，发出了《世界上最响的声音》，令人

惊心动魄！ 幸好， 几位叔叔带着一群孩
子，牵着牛妈妈来《找小牛》，他们才壮大
了胆子登上岸，钻进一片《松树》林里《咏
柳》。

台下响起了掌声，王老师点评，刘颖
的故事想象丰富，引人入胜。

学生刘思怡的故事叫《野游》———《雨
后》，《小英雄于连》穿着《一条新裙子》，牵
着一只《九色鹿》， 穿过一片翠绿的《竹
林》，来到一棵苍劲的《松树》下，休息片
刻。 首先，给《狐狸和乌鸦》讲了一个《十
二生肖的故事》，然后兴致勃勃地观赏着
《精彩的大象表演》。 他真的《舍不得这棵
树》：肚子饿了，就在树下吃一顿《野餐》；
口渴了，就用双手接了许多《小雨点》喝；
身子脏了，就过了《皮巧根桥》，来到《爱
唱歌的小溪》里洗一个澡，多么舒畅啊！
哇塞， 今天的野游太令人流连忘返啦！
……

学生们把天马行空的故事写在黑板
上，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溜走，语文知识也
在潜移默化间得到巩固。

本报记者 余娅

天马行空串烧课文题目 5 分钟前还是晴的天，转眼间，雨就毫无
征兆地下了起来，且越下越大，不一会儿就大
雨倾盆，伴随着呼呼风声，用力敲击着教室的
窗。 此时正是下午的自习课，正在专心作业的
学生明显分了神。

是提醒孩子们抓紧时间完成作业还是稍
作安慰， 告诉他们学校会通知爸妈到教室来
接？ 思索了一分钟后，我想，这突如其来的大
雨着实难得，不妨和孩子们聊聊吧！

于是，我试探着问：“同学们，你们在看什
么呢？ ”

“在看雨呢， 雨真大啊！ 突然间天都黑
了！ ”“那大家对这场突然的大雨有什么感觉
呢？ ”

“任性的雨娃娃想下就下，可是我们一点
准备都没有，有点儿可恶！ ”一位秀气的小女
孩忍不住抱怨道。

“我不喜欢下雨，特别是大雨，它会把我
们的衣服弄湿，捂在身上很难受，还容易让人生病呢！”
一个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小声嘀咕着。

想不到孩子们的想象力这么丰富！ 我点点头，说：
“是啊！这风声、雨声真够大的！我仿佛听到了贝多芬的
《命运交响曲》， 感觉这声音中带着一股决不妥协的坚
强。 ”孩子们轻轻地点点头。

“这会儿大家听雨声都觉得老天在怒吼，可有时老
师听着又觉得是老天在歌唱，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 ”
我又问道。

孩子们纷纷点头，七嘴八舌地交谈起来，声音欢快
了很多：“春天，细雨落在我的脸上，落在叶子上，我感
觉它好像妈妈在唱歌，让大家快快成长；夏天，欢快的
雨声很像一位得意的大叔在引吭高歌……”

我由衷地赞许道：“大家想得可真好！ 雨是一种自
然现象，雨水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淡水资源，植物要
靠雨露的滋润才能茁壮成长， 可暴雨造成的洪水也会
带来巨大的灾难。 我们要正确看待雨，积极面对雨。 大
家听， 其实这会儿雨在告诉我们面对困境， 要迎难而
上、绝不退缩、永不言弃呢!”

孩子们听了我的话，都摒住呼吸，看向窗外。 看着
他们可爱的样子，我笑道：“别看啦！雨也在为你们的认
真复习喊‘加油’呢！ ”

孩子们朝我会心一笑。很快，教室里只听到一阵阵
“沙沙”的写字声……

这场关于“雨”的微对话，孩子们聊得随意而尽性。
我想，如果我们坚持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多一些发现
的眼光，不局限于课堂教材，不拘泥于固定教法，而是
根据形势环境的变化创造教育的契机， 生动活泼地利
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将思想和生命的气息带进课堂，通
过对话、 问答等形式营造思维激荡和灵感勃发的“场
域”，让“德育”过程变成一个心灵对话、智慧碰撞、生命
成长的过程，那么“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一定能够达
到。 王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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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会同县第三中学科技创新小组在指导老师朱朝义的带领下，开展
“我爱家乡的古树名木”科技实践活动，在坪村镇高村探访一栋欧式小木屋。

屋主系县职中民史研究爱好者粟向阳老师。 据他介绍：这栋小木屋设
计时借鉴欧式木别墅风格，利用本地杉木，由本地木匠施工完成。 木屋具有
防水透气、保温节能、抗震隔音、健康环保等诸多优点，特别是林木资源属
再生资源，其环保和生态意义非同小可。

粟老师将动手、创新和环保理念渗透到教育教学中，深受学生欢迎，他
希望通过“DIY”理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

通讯员 梁小刚 刘忠阳

水盆里看浮沉

乐教乐学

在英国幼儿园的课堂上， 宝宝可
以自由选择做点心、玩电脑、学画画或
者玩各种游戏， 通过自己的操作和探
索得到知识，培养一些技能。

在读故事书的时候， 让宝宝装扮
角色来演绎故事、理解情节、体验人物
感情；在解释“浮”和“沉”意义的时候，
让宝宝在水盆里摆放塑料片、铁片、纸
片进行观察；用娱乐性软件，让宝宝在
电脑上通过游戏认识形状、数量，学习
下棋、走迷宫，等等……这些方式都充
分满足了宝宝的好奇心， 让他们体验
到自主探索的乐趣。

暑期科技实践体验“DIY”

让 课 堂“活 ” 起 来

课堂气氛作为教学过程的软环境， 通常是
指课堂里某些占优势的态度与情感的综合状
态。 课堂气氛一般可以分为积极、消极和对抗三
种类型。

积极的课堂气氛是动与静的结合、宽松与严
谨的结合、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热烈却不过分浓
郁，轻松却有趣。而语文教学中，积极的课堂气氛
更能为知识量的输送化解枯燥。 笔者认为，低年
级的语文课堂教学侧重于识字、写字教学；高年
级的语文课堂侧重于理解课文的教学。一旦在语
文课堂教学中单一地讲授、输送知识，容易让学
生丧失好奇心，对知识失去兴趣。所以，趣味性的
课堂教学气氛能够让学生入其境、知其意。

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英国教育家洛克也
说过：“儿童学习任何事情的最合适的时机是当
他们兴致高、心里想做的时候。 ”可见，激发和保
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学成功的重要条件。 一
个充满趣味性的课堂容易保持一种积极的气氛。

一、 趣味性的维持靠教师的教学方式去
实现

课堂中以游戏带动学生兴趣有一定的成

效。 在进行一年级声母、韵母的教学中，通过学
生认读卡片中的字母， 把相应认读出来的字母
卡片奖励给学生，让学生体会收获的快乐，学生
此时能够感受到老师给予的积极奖励。 在此基
础上，趁势进行一个“找朋友”的游戏：老师在黑
板上板书几个音节，然后让全班学生唱起《找朋
友》这首歌，手拿字母卡的小朋友便按照音节找
到各自的“字母朋友”，最后再整体通读这几个
音节，加深记忆。 寓教于乐，寓乐于学，效果显而
易见。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单一的知识面可以采
用游戏的方式来教学， 在传授其他课文知识时
也可以采用游戏的方式。 如情境对话，童话故事
等等表演都可以让学生在趣味十足的课堂气氛
中愉快地学习。

低年级的课堂采用游戏的方式方便开展课
堂教学， 但高年级的学生也许并不乐意配合教
师的这类方式， 教师如果固执地采用游戏的方
式，课堂气氛可能会消极，也可能引起学生的反
感，这便不能很好地建立一种积极的课堂气氛。
所以，在高年级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则更适合用
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来带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

二、 趣味性的教学也要依靠现代化的多媒
体手段

多媒体的教学已经广泛运用于各项教学
活动中。 如果教师在授课时一味采用“讲”的
形式，那么学生在课堂中将感觉泛泛无味。所
以语文课堂教学中也应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
段来吸引学生。对于小学生，思维正处于具体
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阶段， 适当的多媒
体手段能够让学生抽象思维具体化， 通过展
示图片、播放视频让学生更易于掌握知识点。
譬如，在进行《卖火柴的小女孩》教学中，我播
放了一个无声的动画片渲染气氛， 学生在看
完视频之后，全场寂静，甚至有些学生热泪盈
眶。 借此气氛，我便问：那个小女孩已经烙印
在你的心里，你对她有了初步印象，请再试着
读课文，在你心里又会有什么感受呢？学生此
时便能静下心去体会这个贫穷的小女孩心中
的渴望。 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够让学生身
临其境。而在讲授《和田的维吾尔》一课时，我
通过展示一系列的图片调动起学生的求知欲
和兴趣， 学生自发地开始品悟课文， 迫切地
想知道维吾尔族人民的特点， 这就是现代化

的教学手段所带来的魅力。 用新颖的方式吸
引学生注意力， 这不正是课堂所要实现的目
标吗？

三、 趣味性的教学离不开教师自身的专
业素质修养

时代在不断进步，知识也在不断更新。如
果一位教师只依靠自己以前所学的知识，那
么课堂也就会一直呈现守旧的状态。 不懂知
识更新的教师就难以调节课堂气氛， 只有不
断提升自身， 才能懂得如何运用多方面的知
识去面对学生。 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在微言
教育中提到了一个观点：对教师而言，读书就
是最好的备课。 她认为， 读书不是让我们成
为书籍的仓库，而是书要为我所用，让“吃下
去的食物”转化为营养，成为工作中的能量储
蓄。 当我们拥有一定的能量储蓄后， 将内部
储备转化为外显的力量， 对于课堂的驾驭能
力就有所见长， 对课堂气氛的把握也有了一
定的后备力量。 语文教学很注重教师的修
养， 而课堂气氛的调节又与教师的自身修养
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不可或缺的是保证自己
有一定的自身储蓄。

———浅谈语文课堂趣味性气氛
湖南省祁阳县黄泥塘镇中心小学 唐红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