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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乡镇教学
———记隆回县鸭田镇九年义务制学校教师范海燕

5 年来， 她在教育的天地里传播知
识，播种希望，播种幸福。 再苦再累，无怨
无悔。 有人说， 她就像天上最亮的北斗
星，为乡镇教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她就
像山间最清凉的山泉， 用清香的甘露浇
灌乡村学生这些小树苗。 她就是隆回县
鸭田镇九年义务制学校教师范海燕。

范海燕，2012 年毕业于邵阳学院，毕
业两年后参加特岗考试， 来到隆回县鸭
田镇偏远的中学任教。 参加工作后，范海
燕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教学
上， 每天围着学生转。 她申请住在学校
里，希望有更多时间备课，批改作业，为

学生上好每一堂课，教育好每一位学生。
由于乡镇偏远的学校缺乏专业课教

师，范海燕几次顶岗教授历史、地理。在学
校里也总是勇挑重担，刚参加工作的第一
年就担任六年级英语和七年级地理的科
目。 平时认真参加各类培训，提升自己以
及适应各学科教学。默默地给学生们补充
知识的氧气，无私但无价。

为了桃李芬芳，她呕心沥血、牵肠挂

肚；为了培育栋梁，她废寝忘食，执着顽
强。 有一年，范海燕接手的一个班级，每
科成绩都是年级倒数第一名， 她以自己
独特的教学经验全身心投入进来。 备课、
上课、批改作业，她在苦中呵护着幼芽，
辅导、 与家长尽量多沟通， 为给学生自
信，她总是报以微笑和鼓励。 教导学生如
何快速有效地记忆单词， 平时多用英语
来交流。 就这样，通过一个学期的努力，

她班的英语成绩直线上升。
范海燕深知要想成为一名优秀教

师，需要在教育之余，积极参加各种教学
比赛。 她多次参与各种教学比赛并荣获
一、二等奖。 此外，她还主动参与学习培
训，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多次被评
为优秀学员。

在教育教学的这个灿烂大舞台上，
范海燕是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走一根草
的人， 无私奉献在她身上演绎得淋漓尽
致。 她永远心系着乡镇教学并在其中展
现着一名普通老师的风采！

（通讯员 范海丽）

古诗文是中华民族文化长廊中熠熠
闪光的瑰宝，它以语言生动隽永，意境清
新幽远，音韵美妙和谐、情感真挚动人而
代代相传。 它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进行
传统美德教育、提高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
能力的学习范本。 因此，古诗文教学在语
文教学中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 新课程标
准明确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能用普
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诵课文是统
编教材里语文教学核心理念的集中体现。
课内外古诗文的朗诵与积累是语文教学
的重要任务。 初中部编人教版教材必读必
诵优秀古诗文篇目超过 100 篇，并对课外
古诗词诵读、课外指定必考古代诸子百家
散文诵读要求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正如语
文素养与能力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功夫要
用在教材外一样，对于言简意赅、音律和
谐的经典古诗文的学习来说，除了咬文嚼
字疏通文意，更在于反复阅读、朗诵，达到
熟读成诵的目标。

在强调充实人文精神的语文教育改
革大潮里，我们应该重新端正古诗文吟诵
的地位， 尝试将其运用到古诗文教学中
去，以丰富教学手段，激发学习兴趣，提高
教学效率，获得积极美好的情感体验。

一、重回吟诵课堂，适当配合现代朗
诵方式给课堂教学补充新的能量。

朗诵用的是普通话，整齐划一、字正
腔圆、现代四声调简单明了，用于白话文
尚可。 但是吟诵，带有地方方言个性，形式
风格多样、阴阳平仄讲究、情感起伏缓急
灵活， 更适合古腔古韵的传统诗词散文。
吟诵更能激发生命个体的情感诉求与创
造性表达，吟唱与诵念更能把情感味道诠
释得起伏跌宕、摇曳生姿。 如“远上寒山石
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平生拖音延长，
仄声短促强调，长短相和相应，音韵清灵
和谐， 恰到好处地描摹了一幅情韵荡漾，
冷暖浓淡适宜的乡村远景画图。 但如果用
朗读法铿锵清脆地读这一句， 则美感顿
失。 根据古文情感、形式的不同，把吟诵搭
配进去，与现代普通话的朗诵结合，使得
古文读法丰富灵活，就会大大提高学生学
习古文的兴趣与信心。

二、训练思维、提高能力。
吟诵对于文言文记忆与思维的拓展、

语感的培养、语言表达、阅读理解能力等
诸多知识技能的掌握与训练都起到很好
的作用。 少年儿童是天生的记忆高手，通
过有氛围与有预设的吟诵，能让学生记忆
力增强，形象思维、联想思维与逻辑思维
得到发展。 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吟诵中让想象
思维飞翔于天地间。 通过恰当语速与腔调

吟诵《鱼我所欲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
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则可以培
养语言感悟能力与逻辑能力。 师生在带有
强烈情感的吟诵中涵泳语文素养、增强学
习语文的兴趣与信心，在积累大量词汇的
过程中，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与阅读能力，
从而提高写作水平。

三、 吟诵能培养阅读者审美志趣，从
而充分挖掘经典作品的审美价值。

古诗文讲究语音的阴阳平仄，声调的
高低起伏，情感的抑扬顿挫。 平声听起来
高昂平直，仄声听起来婉转低沉，平仄交
错，声调的高低变化形成音质气流的跌宕
美。 我们利用声调的平仄变化掌握读腔，
形成铿锵悦耳的听觉共振，从而形成汉语
特有的平仄韵律和节奏美感。 再加上表意
的停延、重音及语调、语气的配合运用，共
同成就了汉语特有的节律美、音乐美。 那
些骈散交错、长短相间、起伏顿挫，形体上
各自独立意义上又互相关联的方块字词
句，大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
盘”的效果。 无论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
有四言、五言、七言的音节组合和平仄搭
配以及双声叠音的音调平衡，我们在吟诵
中可以收到妙不可言的审美体验。 吟诵可
以改变“重分析，轻朗读”的古诗词教学方
式，能让学生畅游诗海，品味古诗文中的
音韵美、意蕴美和情感美。 同时，这种方法
对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自觉性，熏
陶情操，健全人格，升华艺术趣味都具有
积极的影响。

四、通过横膈肌的气流训练 ，美化音
质，锻炼身体，提高自信。

吟诵的重点在“吟”，与美声、民间歌
曲、声乐知识有关系，需要声音的修炼与
装饰。 正确的发声是在横膈肌伸缩的配合
下，打开胸腔，让气流根据感情发挥的需
要由声带自然带动而出，吟诵个体肺活量
扩大，声音自然洪亮、弹力活力充分体现。
富有感情的吟诵使表达能力提高、气流顺
畅、自信心增强。

作为一名语文人，一位以讲台为生命
能量场的基层教师，我坚持带学生吟诵古
诗文并且积极探究吟诵新思路已经四五
年，也相信我们在优秀文化传承的路上会
走得更加理直气壮。 一路吟唱一路歌，传
统文化的魅力在我教学的征途上释放着
独特的芬芳。

让我们的审美价值、情感体验、能力
追求在琅琅书声、 深情吟诵中得到拓展
与整合吧，回归吟诵的阅读路径，在朗诵
中增加古韵古香的点缀， 我们的传统文
化进校园活动， 应该会得到更充分的衔
接与落实。

小学数学的练习课是进行巩固的
一种课型，我们通过学生自主的学习，
能发现我们课堂教育的得失， 有助于
更好地改进课堂教学， 在体现学生主
体地位中，使课堂 40 分钟教学具有更
高的效益。 常见的数学练习不仅仅是
书面的习题练习， 也包含能够利用口
答、计算、讨论等多种方式完成课本及
拓展练习的任务。

一、抓住练习课重难点，要有教
学的预判。

练习课课堂教学要有针对性，不
能为练习而练习， 甚至搞重复无效的
“题海”战术，让学生只知道做做做。第
一， 熟悉教材， 确定练习内容的重难
点，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不能搞
一知半解和囫囵吞枣的练习。第二，要
分析本班教学的学情。 练习课中教学
设定既要面向全体学生， 又要有分层
练习，做到学优生吃得饱，学困生也要
吃得下， 不可不切实际地提高或过于
简单的重复。 第三，选择例题、设置疑
问、分析讲解、启发指导，都应根据课
堂表述的侧重点来展开， 防止随机性
的满堂灌， 使学生的练习变得云里雾
里不知所措。

二、练习的范例要有代表性，设计
主次得当。

练习课的课堂设计要合理选择范
例和练习题。一要典型习题，使大部分
学生能巩固和掌握基础知识、 基本技
能。二是难度要把握好，不能超出大部
分学生的思维能力， 要具备练习习题
的合理分布。最好是多层次练习，既有
思考的难度，也要能明白学习的要点，
从而达到传授知识———开发智力———
培养能力的目的。 例如，在教学了“有
余数的除法”时，我就以下面的分层次
来进行练习：

1.基础性练习。根据课本习题进行
改编如下：6 个年级为庆祝六一儿童
节，买了 80 个彩盒，平均分给 6 个班
级，每个班级能分到几盒，还剩几盒？
在练习的时候， 大部分同学都是一遍
过， 全班学生强化了对有余数除法的
意义以及它的简单应用的知识巩固。

2.全面性练习 。 例：在（）÷7=4
……□中，□里最大能填几，被除数最
大是几？在（）÷□=5……2 中，□里最
小能填几，被除数最小是几？这样的考
察主要是帮助学生理清被除数、除数、
商和余数这四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课
本的知识点余数要比除数小， 我们就
可以引导学生来进行比对。

3.拓展练习。 例：六一儿童节学校

的操场上按红、绿、黄 3 种颜色的顺序
插了 100 面彩旗，请问第 40 面小旗会
是什么颜色？那第 82 面小旗又会是什
么颜色？通过有余数的除法，我们找到
3 的重复规律，然后进行计算，再一一
对应，就能完成这样的拓展练习，同时
也贴近生活， 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性思
维，让学生有种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在这样的练习中，经过作业批阅，
我们发现， 大部分学生都能顺利完成
第一、第二层次的练习，学困生在他人
的帮助和启发下， 也能完成第三层次
的练习，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的理念得
以实现。

三、 课堂练习要贴近学生的实际
生活，具有情趣。

我们要尽可能地把生活中的数学
原形生动地展现在练习上， 让数学不
再是几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 是来自
于我们的生活，富有情感、具有活力的
知识学习过程， 让学生逐渐养成用数
学方法去观察生活的好习惯。

例如：在学习了“千克和克的初
步认识”这个内容后，课后的家庭作
业就是陪同妈妈去买菜，也是我们一
次班级集体研讨的实践活动和课堂
练习。 练习课上，首先标示出常见的
食品如：肉、各色的蔬菜、有外包的米
油盐醋等。 然后请同学们先来估计，
把实际接触到的质量（重量）通过感
受来说一说、比一比。 一餐晚饭我家
买了 2 斤肉，是 1 千克，大约是两瓶
矿泉水的重量；我家今天买了一筐苹
果，标重是 15 千克，大约和我们教室
的桶装水一样重； 我买了一包盐，上
面说是 500 克，拎在手里没有什么感
觉，很轻，一种菜里面放盐不能超过 5
克，大约就是半调羹左右……通过学
生的汇报，我再出示 PPT 课件，让大
家再瞧一瞧、看一看，然后进行称重，
这样就能让学生对几克、 几千克、几
十千克的重量有了初步的感知，对一
些填重量单位的习题也就能迎刃而
解，把单纯的数学带入生活，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提升，对数学知识
的认同感就强了。

学无定法，教无定法，一堂好的练
习课，教师应当是航行中有经验的“舵
手”和“船长”，在对练习课中的教学预
判和过程中， 要充分展现学生思考的
自主性和可塑造性，在精心设疑，巧妙
引导，恰到好处的点拨里，让学生思想
不禁锢， 想象和解析能力得到天马行
空一样的自由， 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
意识、兴趣和习惯。

浅议提高小学数学练习课效率的策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华塘九年制学校 刘林珍

让语文课堂重现吟诵之声
邵阳县塘渡口镇初级中学 黎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