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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衡阳县金兰中学在该校新礼堂举办了一场名为“爱心手
拉手，心会跟爱一起走”的大型公益活动。 衡阳今华 TA1 团队、金兰中学
全体教职员工、100 位学生代表及其家长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义工们参加
了此次活动。

这次活动主要引用体验式学习方式，通过游戏、练习和分享来体验自
己和他人的关系。 在“大小呼啦圈”游戏中，孩子们明白了团结协作的重要
性；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孩子们学会了如何真诚地和别人沟通；在“风中
劲草”活动中，孩子们懂得了信任别人是多么美好的事；在体验爱的环节
中，孩子们学会了关爱和感恩，并写下了对九寨沟灾区人民的祝福。

通讯员 付磊

笔者曾在校内做过一次调查， 现阶段
学生获取历史知识的途径：60%的知识是
从历史教材、课堂获得的，35%的知识是从
电视电影中获得的，5%的知识是从长辈的
口述中获得的。学生喜欢看历史剧，欣赏历
史题材的电影以及《百家讲坛》 等历史栏
目，这样的学习轻松愉快，更容易起到“润
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而“影像历史”拓展
性课程的开发正好满足了学生的这种心理
需求。

“影像历史”拓展性课程，指导学生在
影视欣赏中认知、触摸历史的经脉，在影
评撰写、影像辩论、经典故事表演、历史电
影节等活动中思考、 辨析历史的变迁，并
通过小讲座、课程超市、团队合作等“花式
课堂”变革学习方式，激发学生学习潜力，
提升学生探究能力。

目前学校的上课时间有限，因此教师
只能截取视频的一小片段进行教学。 而这
一小段内容就成了历史教材的延伸与补
充。 在看完视频后，笔者通常让学生把影
像与教材进行知识无缝衔接，深化对历史

教材的理解。
比如，在观看影片《摩登时代》后要求

学生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探究大企业时代
经济组织的特点，并做出简要评价：

（1）通过卓别林的幽默表演，思考工
业革命后经济组织形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2）结合课本知识谈谈流水线生产有
何利弊？

每看完一部电影后，笔者都会要求学
生提炼主题，然后找到争议性问题，并组
织学生开展辩论。

以影片《火烧圆明园》为例。 对于圆明
园的复建，“修”“存”之争持续多年，“废墟
派”称重建劳民伤财，“重建派”则称重建
可恢复民族荣光。 重建圆明园到底有没有
必要？

在看完影片之后，开展“圆明园要不
要重建”的自由辩论会，犹如一石激起千
层浪，不仅激发学生一“辩”为快的发言欲
望，而且诱发学生的求异思维。 在辩论中
学生各抒己见，思路开阔，从不同的角度
阐述各自的观点， 迸发出求异思维的火

花， 这正是当前历史教学追求的一种境
界，即更好地还原历史，升华感情，增强了
明辨是非的鉴赏能力。

创设历史情境，有助于学生走进历史
人物的内心，感受历史的灵魂，并穿越历
史， 以达到涵育情感价值观的教学目的。
例如，影片《小兵张嘎》描述了抗战期间，
张嘎的唯一亲人奶奶被日本鬼子杀害后，
张嘎立志打鬼子报仇，并最终走上了革命
道路的故事。 看完电影后，笔者让学生分
饰不同的角色，模仿电影片段。 体验过程
中，学生模仿得惟妙惟肖，深度地刻画了
日本鬼子的残忍和小兵张嘎的坚强品质。

为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笔者特
意组织学生设计电影节的黑板报，让学生
在黑板上张贴历史人物的照片、设计英雄
人物的漫画、谈谈自己的体会；同时，请学
生为自己喜欢的电影设计海报，为即将观
赏的电影设计海报，为自己理想中的电影
设计海报。 五彩缤纷的海报张贴在校园的
走廊上，引得学生们纷纷驻足观看。

程文聘

浙江省江山市实验小学完整的“蜂课程”
包括“寻蜂记”“养蜂人”“蜂言蜜语”“追蜂少
年”等几大部分。

“你知道蜂有多长？ 它飞得快吗？ 飞得高
吗？ 蜜蜂的翅膀每秒可扇动多少次？ 你知道蜜
蜂的视角有多大？ 你知道酿一瓶蜂蜜，蜜蜂需
要采多少朵花飞多少里路吗……”

“寻蜂记”里，师生们从科学、数学、地理等
多学科的跨界与融合中多维度地“遇见小蜜
蜂”，了解了“蜜蜂的一生、中国蜂分布、世界蜂
布局、蜜蜂生物圈”；通过调查、测量、计算，进
行蜂巢猜想，走进蜜蜂的大数据时代；走进蜜
蜂博物馆、蜜蜂养殖基地，零距离走进蜂。

进入了“养蜂人”阶段，科学课程小组的老师带着
学生饲养蜜蜂，观察蜂巢。 还带着孩子们搭建起自己
的小蜂巢，把大自然搬进学校。“养蜂人”里，孩子们一
起动手制作、搭建蜂箱；一起兴趣盎然地辨别工蜂、雄
蜂、蜂王，照顾、养育蜜蜂的同时，建立与蜜蜂更亲密
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学校还自编了“小小养蜂人”
课程的校本教材。

在“蜂言蜜语”的环节，师生们不仅吟诵“蜂”的
诗歌、吟唱“蜂”的歌曲、朗读“蜂”的散文、阅读“蜂”
的绘本， 更是真诚地与他人分享着一个个“我”与
“蜂”的故事。

老师们在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科学等不同的
学科里寻找蜂的身影，探寻蜂的奥秘；孩子们在读读、
算算、唱唱、跳跳、画画的活动中感悟蜂的力量，传承
蜂的精神。

在“追蜂少年”阶段，师生一起学习蜂的精神，“勤
劳蜂”“团结蜂”“博取蜂”“奉献蜂”“自律蜂”“才艺蜂”
…… 每只“蜜蜂”都有他们与蜜蜂精神相对应的突出
的性格特点，每个孩子都争做人人称赞的“追蜂少年”。

在“蜂课程”的实施中孩子们知道这是什么课，知
道这课和平时有些不同。这样的学习，是主题式的，各
学科间相互印证，彼此辉映。 毛园丽

有一年，我带一个初二的班级。
学校每年在国庆节前都会组织一

次全校学生参加的歌咏比赛，我认为这
是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的好机会。 前年
歌咏比赛，在上场的时候，一个平时我
很少关注的学生何俊很“自信” 地说：

“比什么比咯，反正是倒数第一名。 ”一
些有集体荣誉感的学生立即对何俊进
行指责。

在比赛的一个关键环节，何俊竟然
“噗哧”一声笑了起来，随后，队伍的几
个响应者也都跟着乐了。 正如何俊事前
预言的一样， 我们班获得了倒数第一

名。
何俊为什么会在比赛的过程中突然发笑？

在学生下台以后，我一直在反思。何俊之所以不
爱这个班级，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长期忽视了他
在这个班级的存在。

有一天，上数学复习课，我发现今天这一节
课的内容适合学生来讲解，于是在班上宣布，四
道计算题请一名学生上讲台来讲解。 很多学生
都举起了手，让人意外的是，坐在后面的何俊也
举手了！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他的名。
何俊上台以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很自信，很专
业。 但问题是，这些题目他一个都不会做。

没想到， 何俊学着我的模样， 点了 4 名学
生上台去做。 题目很快做完了，他又分别请了 4
名学生进行点评。 整个过程他居然做得滴水不
漏。 事后，我表扬何俊，总结了他 3 个优点：第
一，最有教师范；第二，机智聪明；第三，懂得借
力。

自此之后， 只要课堂上要请一个学生上台
来代替老师讲课的时候，何俊都会高高举起手。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歌咏比赛。第一次
排练结束的时候，我问何俊，你看我们这次歌咏
比赛的组织和编排怎么样？ 何俊想了想说：“老
师，我有一个设想，您看怎么样？ ”

我扶着他的肩头， 说：“好呀， 说说你的高
见。 ”何俊脸上有些羞涩：“刘老师，现在我们班
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部分学生记不住歌词。我
看同学们可以拿一本数学书上台， 把歌词都写
好放在书里面，封面上都粘贴一张红纸，这样数
学书摊开的时候就是一长排红色， 看上去就像
电视上的那种很专业的合唱演出一样。 ”

我很兴奋：“你这个创意好呀， 这件事情我
就交给你去办理了。 ”何俊得到我的肯定后，马
上展开行动。

这一次歌咏比赛，在全班同学的努力下，我
们班真的拿到了年级的第一名。 刘令军

解读教材是语文教学的起点。 教师、学
生、文本三者之间，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教师唯有首先与文本进行细致、广阔、深
入的对话，才能在教学中左右逢源、得心应
手，引领学生与文本进行心灵的沟通。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对教材的解读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开展体验式阅读。 我在教一篇文章之前
一般不先看别人的解读， 而是自己先慢慢
品读，这种阅读才能获得最真实的感受，才
能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比如教《鱼我所欲
也》一文，经过三轮教学，我终于读懂“一箪
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呼尔而与
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
也”的意思。 我认为，这个案例说的应该是
人的“自尊与面子”，而不是“义”。 孟子所讲
的“义”是指人们遵守的东西，是人们应该
走的“路”。 而案例中只是一类人不愿迁就、
不肯附势的表现， 这种行为充其量也只是
个人的“自尊与面子”问题，为此而“舍身”，

并不能看作“取义”。 而且这种做法对自己
的生命而言，哪一个是“鱼”，哪一个是“熊
掌”？ 我将此观点向学生阐述，引导他们说
出自己的体会。

抓关键性句子。 关键性句子有时能体现
一篇文章的主旨思想。 对参考书等资料上的
观点，教师可以遵从但不能盲从。

在教《台阶》一文时，我发现这几句话在
教材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很有味道：“父
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我们家的台阶
低！ 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他日夜盼
着，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老实
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没人说过他有地
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这篇
文章的着眼点在台阶，落脚点在地位、尊严。
父亲日夜造台阶不是满足物质层面的需要，
而是想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 言为心声，每一
篇文章的问世都有作者的写作动机，当我们
了解写作背景后，往往就能真实地感受到文

章传达的心声。
比如，教《散步》一文，我在收集资料时

意外发现这样一段话：2004 年 9 月， 在重庆
举办的一次作文大赛上， 有人问作者莫怀
戚，《散步》是写尊老还是爱幼？ 或是既尊老
又爱幼？ 他回答道：“看起来当然是既尊老又
爱幼，实际上我骨子里是想写生命。 ”

所以，作者写作的初衷其实是缘于对生
命的思考， 在对生命的珍视中演绎亲情、孝
道和责任。 据资料显示，此文写于 1985 年，
作者的父亲刚去世，全家都沉浸在失去亲人
的悲痛之中。 作者在文章中看似平常的话语
却蕴含着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与父亲相处几
十年，说离开就离开了，作者既感慨生命的
短暂，又感慨生命的脆弱。 然后，我就从生命
的角度在文章中找例证。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语文教材包含很深厚的内容，教师平时只要
认真读、用心读，就一定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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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里学关爱

躲在帐篷里读书
美国 K~1年级的孩子，每天在学校要有 20~30分

钟的独立阅读时间，3~5 年级需要 30 分钟以上的阅
读时间。每个老师都在想方设法地创造一个漂亮的图
书馆，吸引孩子们爱上读书！

我的同事 Michelle 老师的图书馆，今年的主题是
Camping� (露营)，她在图书馆里搭建了一个帐篷，让
学生们在帐篷里读书。

美国的老师们还会把图书馆按照主题和难度等
级进行分类。在我的图书馆，我将英文图书分成：动物
类、人物类、自然类、交通类、科学类、数学类，并把书
分类放在一个个的盒子里。

这些图书馆图书分类的标签既有文字也有图片，
小朋友们找起书来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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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解读语文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