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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教研

“文以明道”，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
与教育功能是相辅相成的， 形与神的契
合，情与识的溶汇，文与质的交融，都统
一在作品中。 如何发掘作品中的德育功
能，以“识文明志”，寓德于教，笔者在教
学实践中 ， 作了这些方面的探
索。
一、拓展思想主旨———“有的”

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具
有深邃性。 阅读时，教师应引导
学生由浅入深，逐步明确作品所
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领悟文
章的主旨。 如教《捕蛇者说》，文
中叙述蒋氏一家祖宗三代冒着
被蛇咬死的危险去捕蛇纳赋，虽
祖父和父亲都死于蛇口，但蒋氏
仍愿干这一差事，为何？ 因为干
这事一年只需两次冒生命危险
去捕蛇抵赋， 而不似其他乡邻，
天天要遭官府催租逼赋之苦。 作
者在文章结尾处议论道：“孰知
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以此
画龙点睛， 点明文章的主旨，反
映了中唐时期我国劳动人民的
悲惨生活，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
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
和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
的深切同情。

又如报告文学
《南京大屠杀》中强
烈的爱国情感震撼
人心。 学完这些作
品时， 教师可向学
生进行提问：“同学
们， 你们的感想如
何？ 是否意识到今
天的生活来之不
易？ ”学生们都立志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有
为。 如此有的放矢，有感而问，能够让学生
由肤浅的了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从
而达到教学目的。

二、探究文句哲理———“有度”
好的文章，妙语如珠而内涵丰富。 有

深度地探究文句的哲理，能使学生茅塞顿
开，受益匪浅。 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抒发旷达情怀，洋溢着积极向上的进
取精神。 这样意境开阔、震烁千古的诗句，

把惜别之情一笔撇开，以豪情壮语来鼓舞
行人游子，表现作者的壮阔胸怀。 又如“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人以
磅礴的气势，高亢的激情，表现了民族气
节和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同时也感召了后

代多少仁人志士为正义事业而英勇
献身。 像这样的名言警句教材中较
多，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感时
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静以修心，俭
以养德”等，学习时，教师应指导学
生揣摩语言的内涵， 挖掘文句中的
爱国情感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从
而达到以文感染人， 以德培育人的
目的。

三、体验人物感情———“有机”
作品中人物个性化的情感，有

血有肉，是丰盈、完美的。 分析时，教
师应引导学生沉浸到作品的意境中
去体验感悟， 与作品融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 如发愁能使“白发”长到“三
千丈”；欣喜流泪时，“泪飞”可以“顿
作倾盆雨”；一只海燕居然喊出革命
的口号：“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吧”； 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发出誓
言：“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
阎罗”等。 沉浸到诗的意境中，用审
美情感的眼光来看， 这些诗句既真

且美， 既能给学生以理性的认
识，又可激发其昂
扬进取的斗志。
四、参与实践活
动———“有效”
教育家陶行知

先生说：“千教万
教， 教人求真，千
学万学， 学做真

人”学以致用，实践出效
果。 教师可将一些具有
重大德育意义的课文，

如《我爱这土地》《伤仲永》《劳山道士》等
编为赛诗会、课间剧、故事会，让学生在
活跃的气氛中耳濡目染，畅所欲言。 还可
指导学生作文《2030 年，我的一天》《战胜
自己》《追求》等，引导学生辨证地分析自
己、分析世界，进行自我心理训练，形成
科学的世界观。 或是要求学生读英雄伟
人传记， 为今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
基础。

摘要：《语文新课程标准》 的课程目标明
确提出要“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
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
化， 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提高文化品
味。 ”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对语文老师的教学观
念、教学方式方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文
言文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是学生
语文学习的短板、硬伤。 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的文化品味，这必须引起语文老
师重视，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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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学生大部分是不喜欢文言文
的，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语文我最怕，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学生
缺乏学习兴趣是关键，想要学生学好文言文，
首先要让他们明确为何要学， 其次教师要不
断改正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切实有效提高
学习的积极性，学生自然就会想学乐学了。

巧设导语，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导语设计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课堂气氛

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导语的设计多种多样，可
以是故事式、悬念式，也可以是背景式、诗歌
式。 目的是让学生对文章和作者有个大概的
了解，激发其好奇心和求知欲，产生想学要学
的动力。 如讲《岳阳楼记》时，教师先介绍范仲

淹的生平，突出他政治上变革求新，再引用文
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
乐”来总结，突出强调作者的高尚品质和“忧
国忧民”的爱国热忱，激起学生对作者的钦佩
崇敬之情。 当学生已经进入到《岳阳楼记》的
情感氛围中，再让学生认真阅读课文，然后分
析讲解课文，自然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力抓诵读，培养学生语言的感受能力
文言文音韵优美，言文统一。 文言文教学

中“言”的解读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注重这一
点， 那么蕴含其中的人文美我们就很难领略
到了。 因此我们应在理解“言”的基础上反复
诵读，细细品味，如此方能体会音韵之美，步
入作者的感情世界， 与作者达成感情共鸣。
“熟读深思子自知”，所以，诵读法是文言文教
学的灵魂。 如在讲授《陋室铭》时先让学生聆
听课文朗读录音带， 并结合学生的听读体会
简单分析朗读的节奏、轻重音、语气强弱等基
本要点， 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朗
读。 当学生对课文已经比较熟悉的时候，再让
学生分组进行比赛朗读。 通过多种形式的朗
读，学生已经初步了解了课文的内容，慢慢缩
短了与课文的距离， 就为更深层次的讲解做
好了准备。

注重课外延伸，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初中阶段

文言文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能借鉴工具
书阅读浅易的文言文”的能力。 而教材所选入
的文言篇目数量有限， 光靠学好课内几篇文
言文就要培养起学生阅读文言文作品的能
力，恐怕是勉为其难。 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
开展课外拓展文言文阅读， 从而激发学生对
文言文学习的兴趣。 在教《小石潭记》和《三
峡》时，带领学生将两篇课文作对比阅读，比
较文章写作方法的异同、 情感表达的异同
……多种教学方法在课堂中灵活自由的运
用，能够不断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调动学生
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有效高效的教学目标。

善用电教媒体，提高文言文教学效率
利用电教媒体， 直观教学法比较符合初

中生的心理特征。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文
言文学习亦如此 , 由于语言文字古今差异 ，
学习时容易出现对古文文义理解的障碍 ，所
以必须将古文的文义用直观形象展现给学
生， 并借助字典疏通文字 , 学生有了直观感
受，也就便于记忆了。 例如在《醉翁亭记》的教
学中， 笔者充分利用图片形象再现琅琊山的
美景，绘制了醉翁亭游览路线图，并在各立足
点标明所见景物， 每看到一处都有图片相互
对应，使学生产生形象直观的印象，再对照课
文语句，品味琅琊山特有的奇观，把学生引上
了人间仙境，并为之神往。 这样创设出浓厚的

情境氛围，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从而优化文
言文教学。

加强个性感悟，获得感性和理性认识
在文言文教学中,为了避免“串讲”法的枯

燥乏味,可以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联系实
际”的学习方法。 例如，学习《送东阳马生序》
时， 讲完宋濂在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后，可
话锋一转：“宋濂当时的学习条件和我们大家
今天的条件相比如何？我们现在的学习态度和
宋濂比起来又如何？”全班静默，大家似乎都在
反思着自己的学习态度。之后再请学生自由发
表意见，很多人都对自己的“虚度光阴”表示愧
疚，要向宋濂学习。在这基础上，再和学生一起
去归纳课文的主题，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文言文教学本来就是别有洞天的。 只要
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其“个性”特点，科学而有
效地利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不用“另辟蹊
径”，也能使文言文教学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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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语文教学中如何补齐文言文教学的短板
衡阳市衡南县第七中学 刘平清

如今，微课堂、微课程成了当下教学最热
门的词语。 微课是一种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
出现的新型教学模式， 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
呈现知识，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实现对传统课堂的有效补充，符合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那我们在小学美术教学
中如何运用微课教学呢？

一、微课在新课引入的运用
好的导入能很好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为

接下来的教学铺下顺畅的道路。 导入的形式
很多，有故事导入、直接导入、情境导入、媒体
导入等。 我们在教学时要对教材进行分析和
理解，找到更好的导入方式。比如笔者在教学
四年级美术《时间告诉我》时，笔者就收集了
大量有关古代记录时间仪器的图片和钟表发
展变化的图片，利用一个卡通钟表作为导游，
为学生打开了一个神奇的时间之旅。 学生看
完之后惊叹不止， 很好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
力。 接下来卡通钟表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个
珍惜时间的故事， 为接下来的绘画教学铺下
了很好的基础。通过微课，老师的教学变得轻
松有趣，枯燥的知识变成了有趣的动画，课堂
一下就活跃了。

二、微课在新课学习的运用
新课学习是课堂教学的重点， 微课的使

用就是为解决新课教学中的重点、 难点和知
识点。 对于学生难理解、操作困难、不易完成
的都可以利用微视频来解决。 每节课教学都
会有难点， 难点解决了， 教学也就成功了一
半。 因此，在每节新授课之前，教师都要认真
对教材进行分析， 找准课堂教学中的难点问
题。 比如很多的手工制作课题是由教师课堂
示范后，再让学生制作，这样的教学模式首先

要耗费大量的讲解时间，学生制作的
时间大打折扣。其次教师课堂示范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很
多学生会依葫芦画瓢模仿老师的制
作方法。 那如何打开学生的想象力
呢？ 微课的介入就很好地弥补了这
个问题。 在教学五年级《飞天畅想》
活动二制作卫星这节课时， 笔者就
通过网络收集了很多不同的作品图
片， 把不同材料的处理方法和一些
半成品的联想拍成了微课。 通过微

课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学生的想象力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这节课上学生根据自
己的材料创作了很多不同的宇宙卫星，学生
都很开心，互相吹捧着自己的好。 微课在新
课学习中的运用要巧妙合理，并不是单纯的
把示范变成微课就行了。 传统的教师课堂示
范局限了学生的创造力，我们要着力思考怎
样通过微课教学打开学生的创造欲望。

三、微课在评价总结的运用
评价总结是美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环

节。 通过评价可以让学生知道自己创作的不
足， 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感受到创作成功的快
乐。 在评价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微课奖
励、激励、鼓励学生。在学生创作的时候，可以
用手机把学生创作的精彩片断记录下来，然
后放到大屏让学生观看， 这既是对学生创作
的一种指导，也是对学生的一种鼓励。也可以
把学生的优秀作品集中在一起， 用手机拍成
视频，教师再进行讲解，放给学生们看。 学生
们看到自己的作品上了大屏， 心里有一种成
功的快感，会激励学生更好地进行创作。在总
结评价中使用微课既是对学生创作过程的一
种保存，也能激发学生创作欲望，激励学生更
好学习美术，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

微课的使用确实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
率，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是微课使用
要坚持恰到好处， 不一定每一堂课都要使用
微课。有些教学内容学生能够直观感受到，通
过现场操作学生就能懂的， 就没有必要用微
课。微课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良好补充，通过
视频的手段将课堂知识进行汇总， 是一种多
元化、 开放式的教学方法。 我们只有与时俱
进，不断学习，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浅谈微课教学在小学美术中的作用
衡阳市石鼓区建设新村小学 胡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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