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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乐学

多角思维

情感代入，品味季羡林的悔
课程：八年级语文课
授课老师：刘霞
地点：娄底市第一中学
时间：2017年 2月 27日

《永久的悔》是当代名师季羡林先生的
代表作，语言平实自然，通过回忆过去的家
庭生活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思念， 表达了
因无法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而悔恨不已的
心情。

作者“永久的悔”是什么？刘霞老师一开
始就直奔主题，检验学生的预习情况，“不该
离开故乡，离开母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悔
恨？ 刘霞老师引导学生自己寻找答案。

刘霞老师先让学生默读课文， 找出文
中与母亲相关的句子，用“母亲是一个（）的
人”的句式来回答。

学生边默读边做记号，“母亲是一个活
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的人。 ”“母亲是
一个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只有五里路的
人。”“母亲是一个毕生就与红色高粱饼子为
伍的人。”“母亲是一个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笑

过的人。 ”学生通过寻找“我”的相关描述还
原人物，体会“我”对于母亲的模糊印象。

“对母亲来说，她最大的苦难是什么？ ”
“儿子的远离。”“从哪里体现出来的？”学生
读出了课文里相关描述的句子： 有一次我
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你娘经常
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 我无论如何也
不会放他走的！ ’”刘霞老师提出疑问：“课
文里为什么要写到宁大嫂子呢？ ”“因为经
过她人简短而又朴实的一句话， 更能揪起

‘我’的内心。 ”
“在内心里‘我’ 到底因为什么而悔

恨？ ”“母亲受尽苦难，而‘我’未能及时尽
孝。 ”“这种悔恨为什么是永久的？”“母亲的
离世，让我永远无法尽孝。 这种悔恨那么深
切，又无法弥补，所以说是永久的。 ”这一次
的师生对话让学生再一次直面“我”的内心
情感。

在充分了解“我”的家庭背景以及“我”
的悔恨之情后，刘霞老师创设情境，让学生
思考并作出判断：“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作
者有幸能回到他刚到北京上大学的那一

年，他的母亲还在，你猜他会对母亲做些什
么？ ”并引发课堂大讨论，学生纷纷给出了
自己的猜测：“我猜他肯定会回到母亲身
边。 ”“他会和母亲一起吃红色的高粱饼
子。 ”……

“那么在与父母的相处中，你有没有做
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此时此刻你想对他
们说什么呢？ ”刘霞老师的提问让课堂安静
了下来，在《时间都去哪了》的背景音乐下，
学生陷入了沉思。

刘霞老师没有让学生立即作答， 而是
打开《我是演说家》 的视频，“父母从不言
说，也从不展现自己的脆弱。 作为子女，我
们要善于看穿父母的坚强， 这件事越早越
好，不要等到来不及了，也不要等到没有机
会了。 至亲之情不应该是彼此看着渐行渐
远的背影，而应该是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
老。 ”演讲者充满情感的话语对应了“我”的
悔：没有呆在母亲身边，也在不知不觉中进
行了一次德育教育， 教会学生应懂得珍惜
身边的至爱。

本报记者 彭静

一天，学生学习《颐和园》一课，读
到“游船、画舫在湖面慢慢地滑过，几乎
不留一点儿痕迹”时，我忽然听到“老
师，这句话里有错别字”。 我先是一惊，
循声望去，是刘劲。“‘滑’字错了。”他话
音刚落，几个学生“哈哈”地笑起来。 只
见李全急不可待地说：“书本上绝对不
会错的！ ”

两种观点截然相反，怎么办？我想，
这正是释放个性、培养学生求异思维的
好时机。 于是，我“鼓动”说：“咱们来一
场辩论赛好吗？ ”学生们欢呼雀跃：“好
呀！”我说：“支持刘劲的为正方，支持李
全的为反方。 正方先开始。 ”

正方刘劲自信地说：“游船、画舫都
属于船，船在水中运动，我们平时都用立刀旁的

‘划’，没用过三点水的‘滑’，因此三点水的‘滑’
是错别字，应该用立刀旁的‘划’。 ”说完，他走到
讲台，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划”。

反方张松说：“船在水中运动，平时除了用立刀
旁的‘划’外，还可以用‘漂’，所以用‘滑’也可以。 ”

正方邱波寸步不让：“既然你们说这个字没错，
那么请解释一下，为什么用‘滑’，而不用‘划’呢？ ”

反方李全面红耳赤地辩驳：“为什么用三点
水的‘滑’，而不用立刀旁的‘划’，我们马上会给
你答案。 ”说完，反方学生端起课本，认认真真地
读了起来，积极地动脑筋思考，随后互相交流讨
论。 正方学生也拿起书，仔仔细细地读起来。

一会儿，反方范岩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我
们联系前文‘湖面静得像一面镜子’，可以看出湖
面很平静，游船、画舫轻盈而缓慢地在湖中运行，
好像在平平的镜面上轻轻滑过。 三点水的‘滑’比
立刀旁的‘划’更能突出湖面的平静。 ”反方杨光
紧接着说：“因为滑得很轻很轻， 所以三点水的

‘滑’与后面的文字‘几乎不留一点儿痕迹’正好
相对应。 而‘划’比‘滑’的动作显得重一些，漾起
的水波就大一些，那就与后面的文字不对应了。 ”

反方张倩不甘落后地说：“‘游船、画舫在湖面
慢慢地滑过，几乎不留一点儿痕迹’是写动，而‘湖
面静得像一面镜子’是写静，写动更能衬托出湖面
的静。 ”李全总结道：“这个‘滑’字用得准确、精妙，
生动地描绘了昆明湖平静幽美的景色。 因此‘滑’
不是错别字。 ” 反方学生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
容。

正方刘劲略带羞涩地说：“听完以后，我也深
有同感。 看来，我们的观点错了。 但‘失败乃成功
之母’，我相信下一次我们一定能赢！ ”

这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想，这真
是一“滑”激起千层浪啊！

小学生由于知识经验、理解能力等方面的差
异，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如果教
师唯书唯上、压抑个性，就会使学生的思维僵化，
更谈不上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教师要营造宽松
的环境， 给学生提供展示个性和充分表达的机
会， 让学生的思维在碰撞中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李明

立体彩泥激发创意玩法
演哑剧，有细节才行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天鸿小学的学生都忙着报名立体彩泥班，并相互探
讨立体彩泥的创作思路。据了解，2月 28日是立体彩泥班正式开课的日子，而
立体彩泥成品也将成为本学期学生的作品成果展。

立体彩泥班石老师介绍，立体彩泥课将通过各种趣味手工让学生通过综
合材料的不同制作方法，提高创造力，提升审美表达能力，让学生在一个宽松
的艺术氛围环境中充分展示和表现自我。而学生在动手过程中可以开发自己
的潜能，能掌握运用材料的灵活性，并在制作过程中加深对艺术来源于生活
的理解。 通讯员 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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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铃刚刚打响，老
师从教室门口走进来。

“我们这节课玩哑剧表演”，老师
话音未落，全班同学都争先恐后地
举起了手，谁都想第一个上去表演哑
剧。
老师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吃辣味

炸酱面”。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筷子”———小木
棍，夹起“面条”———纸条，“尝”了一口，我感觉
到很辣，便立刻喝了一口水，再加了一些调料，
试图把辣味给“赶走”，然后，大口大口、津津有
味地吃完了面条，用面巾纸擦了擦嘴，最后，我
从口袋里掏出“钱”，往桌子上一放，心满意足
地走了。“吃炸酱面，吃饱了！ ”全班同学异口同

声地说。“90%猜中了，正确答案是吃辣味炸
酱面！ ”老师说。

哑剧不停地上演，我们在玩的
过程中都意识到了，要有看得懂的
细节才算表演成功。 刘承志�

引子
北宋是一个让人感觉奇怪的王朝：一方面，空

前富庶，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繁荣；另一方面，积
贫积弱，而倍受周边少数民族侵袭骚扰，最终也亡
于少数民族政权之手。 如此反差，让人困惑不解，
北宋军队到底怎么啦？为此，同学们课后经常为一
些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笔者经查证资料，在此谈谈
大家的一些常见误区，以期抛砖引玉，共解谜团。

一、杯酒释兵权，宋太祖为什么夺的是禁军
大将，而不是节度使的兵权？

唐代中后期地方节度使等藩镇为乱， 严重
威胁中央政权。 五代十国时， 这种情况更加严
重，节度使安重荣曾说：“天子宁有种耶？ 兵强马
壮者为之！ ”不过，宋太祖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
权，夺的却是禁军大将的兵权，为什么不是节度
使的兵权呢？ 这让同学们十分困惑。

经查证史料，原来在五代前期，各地藩镇
拥兵自重，但皇帝作为内战胜利方，经常改编
失败方精锐士兵加入自己军队，而压制地方节
度使。 特别是到五代后周，经周世宗柴荣的举
措，禁军（中央军队）越来越强大，地方镇军越

来越弱，地方节度使往往成为虚职。 禁军将领
的军权就显得特别重要，而宋太祖赵匡胤本人
也是以禁军大将身份才夺得皇位。 杯酒释兵权
中，赵匡胤夺了禁军统兵大将的兵权，把他的
那群结拜兄弟赶到地方去做节度使。

二、北宋军队战斗力之弱，宋太宗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关于宋代军制改革， 高中教材中主要提到
了宋太祖赵匡胤的措施，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
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其实， 北宋军队战斗力
差， 宋太祖之弟宋太宗赵匡义更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比如，让后人诟病的“更戍制”，虽是由宋
太祖赵匡胤推行，但太祖在位时，很少更换边
将，只是换兵，并赋予边将一定自主性。 但赵
匡义则频繁更换边将，还设置监军监视干预，
极大地削弱了将领的指挥能力。

更糟糕的是，赵匡义信奉“将从中御”，开创
皇帝以“御赐阵图”遥控指挥军队作战的恶例。

宋太祖赵匡胤作为一名军队统帅，深知“将能而君
不御者胜”，不刻意去限制指挥作战的武将，大将
曹彬出征南唐，还赐其“尚方宝剑”，赋予全权指挥
权。 而赵匡义心胸气度明显逊于其兄，造出“御赐
阵图”———平戎万全阵图，极大地限制了前线将领
的灵活指挥能力，严重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为此，毛泽东同志评论：“此人（指宋太宗）
不知兵，非契丹对手”。《宋史》在太宗本纪赞云：
“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毛泽东同
志则批道：“但无能。”真是一针见血！可悲的是，
继任皇帝们乐此不疲，“御赐阵图” 给作战将领
遥控指挥从此成为常态。

三、重文轻武，北宋王朝真的轻视武备乃至
军队？

一说到宋朝，大家往往是这样的印象：统治者
轻视边功、荒废武备、待薄军人，宋代民间武风不
振，只有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才受重用。 其实，如
果单从军费开支来看， 北宋是最重视军事投入的

王朝！北宋的军费开支长期占去每年政府支出的
一半以上， 战争时期高达十分之七八甚至更多。
英宗治平初年任三司使的蔡襄，曾言“天下六分
之物，五分养兵”。 以绝对数字而论，在公认穷兵
黩武的唐朝天宝末年， 军费仅一千四五百万贯，
还不到北宋庆历中养兵费的三分之一！

不仅北宋王朝兵员庞大， 而且军人待遇也
明显提高。唐、五代的士兵，国家只供给士兵本人
衣粮， 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没有得到合法的
保障。 而北宋时，被召募为厢、禁军的，除士兵本
人开支由国家供给外，还能额外得到赏赐、装钱、
特支等。 有时“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
(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p181、183)
� � 一个军费开支如此庞大、军人待遇大幅度
改善、军事技术精益求精的王朝，以及一个百
姓习武成风、民间武装发达、武学成就突出的
时代，就算用“重武”来形容，亦不为过。

结语
限于篇幅，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对北宋王

朝的介绍只是略见一斑，只要深入探究，你会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北宋军事常识误区初探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毛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