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

也。”在知识爆炸时代，要求每一个教师

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和信念。笔者作

为一名从事一线教育工作27年的中学

老师，深感“活到老，学到老”，才能跟上

时代的步伐。

一、终身学习，永葆专业成长
阿根廷著名文学家博尔赫斯说过，

这个世界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

的模样。阅读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前行，只有避开俗世的喧嚣和浮躁，沉

下心来，静心阅读，才能不断地积累知

识，更新知识，让自身的知识日趋丰富，

才能让自己的思想充满活力，才能吸引

到学生努力跟随教育的步伐。一个爱

读书的老师犹如浮世中的“定海神针”，

用自己浓浓的书卷香和独特的人格魅

力指引着孩子们前进的方向。

作为地理学科的专业教师，我会

在每年寒暑假游历祖国的山山水水，

在吐鲁番我目睹了“火焰山”不同时刻

的颜色变换；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我

观察到贫瘠的“寒漠土”；在黑河市远眺

对岸那个曾有着中国名字的城市，聆听

导游讲述历史，不免唏嘘叹息。随着我

丈量地球的脚步越来越宽广，我的地理

课堂越来越“鲜活”“立体”起来，旅途中

的大量素材图片，带给学生以最新鲜的

在场感受，让地理知识变得可触摸、可

对话，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地理课成了孩子们很渴望的

课堂。

二、最好的教育是以身作则
笔者是大山的女儿，在物质匮乏的年

代，父老乡亲帮衬我读书考大学走出乡

村，我不能忘本，坚持在生活上向低标准

看齐，长期保持勤俭朴素的风格，并用自

己的行动影响和感化学生。我担任班主

任时，班上有些女孩子娇气，嫌学校食堂

饭菜口味不好，爱将零食当正餐，买饮料

当白开水喝，而且青春期的女孩子相互攀

比，这让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家长苦不

堪言，影响很不好。我就坚持到学生食堂

和孩子们一起就餐，每天都亲自去邀请那

几个不吃食堂的女孩子一起就餐，她们驳

不开面子，只好跟着我一起去食堂。慢慢

地，她们有了一些改变。后来，有个孩子

告诉我，一方面是在班主任的“威严”下，

会勉强自己去吃一点。最重要的是，看到

对面的我那么狼吞虎咽，大快朵颐，胃口

也真的好了很多。身教重于言教，很容易

就践行了“光盘行动”。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不管是对女儿还是对

学生，我都一直是本色出演自己的角

色。要求他们做到的事情，我会自己先

去做好。如果自己都很难做好的事情，

我也不会叫孩子们去做。

三、用爱心和耐心感化问题学生
陶行知身体力行，以爱育爱，被称为

人民教育家。在我二十几年的教育教学

生活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对孩子们所有

的教育，只有包藏在爱中，才能真正直指

孩子的内心，才能真正产生触动和改

变。教育学生唯有爱是解决教育问题的

“金刚钻”，是教育的“万金油”。

小唐是我班一个网瘾少年，一学期

他被我没收三台手机，两个MP4，还有其

他电子设备。他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已经

到了病态成瘾的程度，整晚通宵玩游戏、

看玄幻小说。有时候实在没有电子产品

在手上，他在作业本写游戏，能写出三四

页。这个孩子因为过度沉迷于虚拟世

界，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表现出来

了不适应的倾向。他不会折被子，我手

把手地教他折；他的衣物鞋子一团糟，我

教他整理内务；他床上东西多，枕头经常

在地上，我安排他上铺的同学帮他捡；他

生活自理能力差、性格内向，在班上没有

朋友，我有意识地安排其他同学帮助

他。一段时间下来，这个孩子眼神里开

始有光了，下课也会跟同学说笑了，慢慢

地，他在没有电子产品的情况下，融入了

正常的学校生活。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

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

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为人师者，应该

每天怀着雀跃期待的心情去迎接每天

上学的孩子们，让每一堂课都洋溢着生

命的温暖，释放智慧的灿烂，让孩子们

感受到心灵的舒展和成长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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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求简智慧
攸县教育局 彭娉

谈如何用心做教师
长沙市一中广雅中学 周红梅

长期的小学语文教学实践，让笔者

不断思考：语文教学的根本是什么？语

文学科可谓包罗万象，其教学方法也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关语文教学改

革更是众说纷纭，语文教学改革之路在

何方？通过思索，笔者认为，是否能从古

人的“大道至简，悟者天成”这一古训中

得到启发？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

是否能抓住一些小学语文教学的根本，化

繁为简，简简单单教好语文呢？我想把我

的一些体会付诸文字，与同行分享。

一、热爱读书，师之本
一个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具备

深厚的文化知识底蕴，要做一个“文化

人”，博古通今，饱读诗书。在课堂教学

中要做到深入浅出，教师必须厚积薄

发。“腹有诗书气自华”，课堂上老师的高

雅、睿智、深沉、犀利、豁达、风趣，会让学

生耳濡目染，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

趣和热情。

长期的小学语文教学实践，让我越

来越觉得读书对于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是何等的重要。因此，作为语文教师，我

经常是手不释卷。闲暇时，我基本上是

与书本为伴，坚持不懈的学习，让我觉得

自己渐渐丰富起来了。备课，得心应手；

上课，侃侃而谈。

二、字词句篇，“语”之本
生字词教学是整个小学阶段语文教

学的重中之重，老师应当把学生对生字

词的掌握作为语文教学的头等大事来

抓。在平日教学中，我都要求学生预习

课文，并将本课生字每字写五遍，这样老

师就掌握了学生书写生字的第一手资

料，讲新课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出错多的

生字重点指导。

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似乎对“字词”

和“篇”比较重视，但是对于句子的教学方

面存在了一定的疏忽。“词不离句，句不离

篇”，语文课上，我常常突出句子教学，结

构上开门见山、过渡照应、卒章显志的重

点句子不能放过；运用了修辞格的句子，

要引导学生体会其韵味，把握其妙处；含

义深刻的句子，要与学生一道反复揣摩，

仔细品味，领会作者的“独具匠心”。

重视朗读。语文老师最好的教学方

法就是让学生读，反复地读，“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读着读着，学生自然而然就

无师自通了。我在上课的时候，采用范

读、齐读、个别读，分角色读、唱读，不拘

形式，“读”领风骚。

三、日积月累，“文”之本
长期以来，作文教学与作文是令老

师与学生都头疼不已的一件事情。如何

突破？我做了下面一些尝试，最关键之

处就是注重“日积月累”。

1、强调学生做笔记。俗话说“不动

笔墨不读书”，上课时，强调学生要做好

笔记，把与老师、同学交流互动中那些清

词丽句、奇思妙想记下来，反复体味、品

悟。课外阅读，我都会指导学生学会做

读书笔记。养成做笔记的习惯，会让学

生多方面吸收“营养”，注重点滴积累，学

生的语言、题材丰富起来了，当然就有话

写，“为文”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2、强调学生勤练笔。我平时积极鼓

励学生坚持写日记、写小练笔，让他们把

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把生活

中有意义、感兴趣的事写下来。对学生

的小练笔，我从来不作具体的、严格的要

求。篇幅或长或短，题材上一点感想、一

件趣事、一个场景等都可以，完全不受约

束。降低要求，不至于让学生望而生畏。

从事多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实践，让

我感受到“大道至简”中华文化智慧之奇

妙，“简”是简洁而不是简单，简洁是智

慧。只要教师抓住了语文教学的之

“本”：热爱读书，师之本；字词句篇，“语”

之本；日积月累，“文”之本，那么，语文老

师就可以简简单单教语文，学生轻轻松

松学好语文。如此，学生必会学有所得，

学有所获，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自然而

然得到不断提升。

摘要：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和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世界文学史

上两颗耀眼夺目的明珠，两部作品中

的女主角对寻求爱情婚姻上所展现的

独立、自由以及平等意识，无不再现了

那个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本文对小

说中女性角色形象进行了整体上的剖

析，探索在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思想底

蕴上女性意识的异同点。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红楼

梦》女性意识 恋爱婚姻观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最

早完成的作品，展现出乡镇中资产

阶级家庭出身的少女对婚姻爱情问

题的不同态度，从而反映了作者本

人的婚姻观。《红楼梦》是清代文学

史上的巅峰之作，是曹雪芹倾家荡

产之后，在贫困之中花费毕生心血

创作的。虽身处时代不同，但两人

的思想均冲破了时代的束缚，打破

了常规的偏见。

一、人物形象与命运分析
（1）伊丽莎白形象及命运

“女人往往会把爱情这种东西

幻想得太过于不切实际。”在书中，

与众多姐妹的追求不一样，伊丽莎

白追求的是平等而充满尊重的爱

情。为什么伊丽莎白会获得大众的

喜爱和认可，不仅是因为她独特的

个性，还有那充满睿智的谈吐。不

得不说，伊丽莎白的形象是外柔内

刚的，她有一颗勇敢的心。当傲慢的达

西先生，在一开始贬低妹妹时，伊丽莎白

会主动说明自己的观点，她有足够的勇

气去反驳这位有钱绅士。而最终，她坚

韧的性格以及独立的思想，彻底征服了

昔日傲慢的达西先生，两个人重新相知

相爱，携手走向幸福美好的未来。

（2）林黛玉形象及命运

读完《红楼梦》，印象最深的就是林

黛玉了。初见她，是姑苏故人、是宝哥哥

的颦颦。读完全书，发现她是那么独立，

具有自己的色彩。可以看得出，她是一

个十分聪慧的姑娘，也是非常富有才气

的。她很倔强，面对自己的感情宁折不

弯，不会对贾宝玉温言软语的关心，只会

插科打诨式的打趣着说，好像算不上旁

人眼中的温柔。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

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

二、伊丽莎白与林黛玉女性意识
的异同原因

（1）中西文化底蕴不同

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西方历史上

有许多杰出的女性。例如，叶卡捷琳

娜大帝一手创下了属于自己的江山

社稷，让无数男人为她俯首称臣。但

是纵观我国古代历史，长期在封建社

会制度影响下，男尊女卑思想固化。

文化底蕴的差异也因此而来，就像是

书中的林黛玉，即使她和贾宝玉再怎

么情投意合，最后也只能被封建观

念、门第观念给拆散，最终导致天人

相隔的残酷结局。反观伊丽莎白，其

实在某种意义上，她和林黛玉算得上

是同类人，她们都清醒又独立，具有

自己的意识和思想观念。但是最终

却像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就是

有中西方文化底蕴和社会思潮的影

响因素。

（2）社会背景不同

在《傲慢与偏见》中，可以看得出

世俗女性一直追求的原则是：找到一

名有钱的单身汉，通过男人来提高自

己的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女性最大的

追求。而相较于中国，可以更多地参

考中国封建社会体系。女性也是一

种筹码和工具，皇室的女性大多为维

系政治和平的牺牲品，而中下层女性

更是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追求

幸福的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

念像一颗毒瘤一样，野蛮生长。

（3）作者性别的局限性

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大多处于偏见

的认知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

学和政治学范畴，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

不难发现女性多被认为是男人的附属品

和社会繁衍的工具。而在《红楼梦》中，

作者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论是哪一位女

性，她们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叫做个性、

人性。所以于两位作者比较而言，《红楼

梦》更多意义，是来自于曹雪芹自身在封

建社会的大背景下的批判与思考。

三、结语
女性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是美丽闪烁

的铿锵玫瑰，她们的力量能顶半边天。

但是回顾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一条漫漫

长路，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女性意识觉

醒与升华的未来，都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