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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绕梁”余音更持久

———语文课堂教学结尾艺术的探索

长沙县北山镇中心小学 黄艳

一堂成功的语文课，不仅要开始引

人入胜，中间环环相扣，而且课的结尾

也要精心设计，做到课虽尽而意无穷。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

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 获得正确的观

点，形成高尚的品格，健康的审美观念，

并在语文基础知识和能力方面得到发

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完成《大纲》

提出的语文教学的任务，就要在课堂教

学中下功夫。 课堂教学的成功是提高语

文教学质量的关键。 长期以来，人们对

于课堂的开头艺术研究甚多，而对于课

堂教学的结尾艺术则涉及较少。 下面，

我就语文课堂教学的结尾艺术谈谈自

己的体会。

一、发散式———激思

语文课如果以“填鸭”的方式进行，

“灌” 完为止， 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

识，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不能发散、灵

活运用的能力也就相应地降低了。 因

此，我们在教学中，让学生掌握课文思

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基础上，结尾的时

候围绕一个中心， 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帮助他们打开思路，对于提高学生的能

力，发展学生的智力是大有益处的。

例如我教何其芳的《一夜的工作》

时，则采用了其方法。《一夜的工作》通

过描述周总理劳苦的工作和简朴的生

活，满怀深情地赞颂了他的优秀品质和

崇高精神。 周总理日理万机、夜以继日

工作，该有多少事可以大写特写啊！ 然

而，作者只截取了一个片断，以少喻多，

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出总理的为人了。 学

生学了这篇课文，应该从文中的一些重

点词句，体会到总理工作劳苦，生活简

朴。 我提示学生回忆五年级学过的一篇

课文《十里长街送总理》。 我说：“同学们

应该还记得课文描写总理的动人场面

吧！ 为什么总理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

呢？ 同学们联想一下《一夜的工作》中的

总理，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能不能根

据课文内容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用美

好的语言来赞扬敬爱的周总理？ ”这一

启发，使得同学们思路大开，纷纷要求

发言———有的说： 周总理生活简朴，严

于律己，只求贡献不求享受，的确是新

中国的好总理；也有的说：周总理平易

近人，热爱人民，……

二、回味式———激情

一堂课的起始和高潮，往往需要教

师以其丰富的感情积累和知识底蕴纵

情渲染，从而为课堂创设一种富有感染

力的情境，为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筑路架

桥。 结尾时教师能把握好时机，用发自

内心的情感， 围绕课文的内容创设情

境，就能激发学生情感，收到课虽尽而

意无穷的效果。

例如我教《我的战友邱少云》一文

时，在结尾部分我作了如下处理，我问：

“课文最后一句：我忘不了那一天。 指哪

一天？ 我永远忘不了什么？ ”学生回答。

此时， 我出示了邱少云的大幅挂图，用

苍松翠柏衬托着墓碑文。 一边播放着英

雄曲的激昂调子，一边用铿锵有力的声

音说：“同学们，在‘391’高地夺下不久，

朝鲜人民在那里竖起了邱少云同志永

垂不朽！ ”

这样的结局，设计了音响、图片，化

静为动，挖掘内涵，符合“儿童用声音、

色彩、形象来思维”的心理特点，不仅

教给了学生知识，发展了能力，还给学

生以灵魂的洗涤，学生感到回味无穷。

也就是说， 讲读一篇课文， 不光要有

“凤头”似的入手点，“猪肚”似的着力

点，还要有“豹尾”似的结局点。

三、延伸式———激趣

语文教材内容广泛，有文学、历史、

地理、科学等，几乎涉及到古今中外各

个领域。 如果我们就语文教学，不作任

何延伸， 势必局限在十分狭小的天地

里，学生所知甚少，不能引发他们的兴

趣。 如果我们注意因文制宜，适当沟通

学生的生活积累和阅读所及， 扩充领

域，开拓视野，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

趣。 这种延伸可以结合讲解进行，也可

以在课堂结尾完成。

例如学习《少年闰土》一文，它是根

据鲁迅的小说《故乡》节选出来的，课文

描写了一个健壮朴实，聪明能干、知识

丰富的农村少年的形象。 结束教学时，

我把学生引导到课外阅读领域，指导他

们去找《故乡》争取阅读，了解全貌。 又

如学习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后，指导学

生写读后感，使同学们加深对社会主义

祖国的热爱，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痛恨。 再如《金色

的鱼钩》一文，课后我布置同学们以 6—

8 人小组排演课文剧，在班上表演，并选

出优秀的一队，老师再作辅导，无论从

道具到音响，舞台设计等都作精心的编

排，学生积极性很好。 同学们通过朗诵

表演，使老班长舍己为人的光辉形象永

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总之，课堂结尾安排没有固定不变

的格式， 教学艺术的探索是永无止境

的，无非是因文而异罢了。 在语文课堂

教学中， 一节课的结尾搭桥铺路做得

好，处理灵活，课内外联系紧密，就能使

语文教学低耗高效。

长期以来， 由于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工

具性，特别是受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教学模

式化，教条化，功利化倾向严重。 许多教师眼

睛只盯着分数，一门心思抠“知识点”，让学生

整天挣扎于题海之中， 不愿花精力引导学生

将语文学习与观察社会，思考生活，感悟人生

结合起来。 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往往被消磨

殆尽，学起来耗时费力，效益低下。 即便有的

考得高分，也往往只能“玩”语言文字，人文精

神却严重缺失，难以做到和谐发展。 这种“半

截子” 人才， 怎能在改革开放中参与国际竞

争？ 怎能满足正处于快速、剧烈、深刻变革之

中的社会之需求？ 又怎能为精神文明建设发

挥积极的作用？

基于以上认识，我在使用语文新教材，进

行高中语文教学时，力戒关起门来教书，注意

“开门教学”，眼光不仅看着书本，而且随时关

注社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具体做法如下：

一、把课文教学与社会有机结合

课文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总结， 总能在

其中找到联系生活的切入点。 把握这些切入

点，在教学中将课文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从

而让学生充分理解课文的意蕴， 又能对活生

生的社会有更理性、深刻的理解。

如，在教学新教材中《内蒙访古》一文时，

我看到中央电视台一则报道： 成千上万蒙古

野驴因外蒙古生存条件的变化， 进入我国内

蒙古阴山一带的乌拉特旗， 当地有关部门采

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 由地理环境的介绍切

入，告诉学生这一消息。 学生对课文产生亲切

感，更加深了对环境保护意识。

二、在语文教学中加强对社会的关注

语文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形式。 注意精心组

织开展，使其成为联系课堂和社会的纽带。

我坚持组织学生轮流每节课前作 5 分钟演讲， 并要求内

容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 学生从中交流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

察，思考和困惑，如国企脱困问题、农业改革问题、官员腐败问

题、社会中黑恶势力问题、同学关系和男女交往问题……在其

中予以点拔和引导，从中增强学生观察社会生活，并作理性思

考的能力。

还组织每周一至两次语文课外活动，如“读书读报沙龙”、

“社会观察汇报会”、“专题辩论会”等。 使学生将语文学习与社

会生活紧紧联系起来。 有一个学生在“读书读报沙龙”活动中，

介绍了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报道：在珠江三角洲，物质的

富裕造就了一批“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的“四不青

年”。 这个学生还从“不要做物质的富翁，精神的乞丐”，“小富

则安的小农意识要不得” 等角度对此加以评论。 我深深感受

到，不能小看我们的学生，只要加引导，他们是很能发现和思

考社会问题的！

三、鼓励学生在写作中反映社会生活

由于长期受僵化的语文课堂教学的影响， 很多学生刚升

入高中时，写作远离生活，虚情假意，“三股文” 盛行。 这使我

焦虑并深感紧迫。 我在作文教学中，采取耐心指导、热情鼓励

的办法，引导学生观察社会，思考人生，坚持写出自己的真情

实感。 通过努力，大多数学生能改变文风，写出反映社会、思考

人生，具有真情实感的作文。

如某学生在作文《卖西瓜》中，写农民“老忠”家的遭遇：寄

托全年希望的西瓜熟了，雨却无休止地下，买瓜的老板难觅，

老忠只得忍痛签订了亏本的卖瓜合同。“到了摘瓜的时候，天

气奇好，瓜价攀升”，“老忠闷声地抱瓜过秤，抱瓜上车”。“车开

走了，老忠拿着钱，怎么也笑不起来”。 作文最后一段只一句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我读了这篇作文被深深地感染了。我与

同事说，结尾这一问，简直是一个沉重的“天问”！

是啊，“老忠”一家是我们周围，乃至整个中国许许多多农

民的一个缩影。 文章反映的社会问题太复杂了———农业经营

方式问题、农产品市场问题、农业基础建设问题、增加农民收

入问题、农民生活保障问题、农民素质问题……写作的学生未

必全考虑到这些， 但其中的关注民生， 思考社会， 同情弱者

……的情怀，不正是当代高素质人才的必备素质吗？

我将这篇作文打印出来作为范文， 在评讲课中热情地介

绍给学生，引导他们思考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 并高度地评价

作者直面社会，积极思考的眼光。 在学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和

良好的影响。

经过以上这些努力， 我执教学生对社会的视觉变得敏锐

起来，人文素质有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

兴趣也因此大大增强，教学质量得以全面提高。 在各次语文考

试中，成绩的进步处于学校同年级前列。

在语文教学中结合社会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事情。 它需要

教师付出更多的、创造性的劳动，并要求教师不断充实自己，

提高自身素质。教学中往往还要背负旧观念惯性的压力。这需

要教师具备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培养国家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为己任。

阅读教学中学生想象力培养初探

安乡县第一中学 严腊奉

“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是教

育的最终目标。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实验）》要求语文教学“应在继续提

高学生观察、感受、分析、判断能力的同

时，重点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

度”，培养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已被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想像是创

新思维中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 正是有

了想像，人类才能够超越常规思维的约

束，冲破现有知识经验的局限，以大胆、

奇特的方式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创

造性的探索，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所

以说，想像构成了创新的基础，是一种

极其可贵的思维品质。

一、激活文字，创设形象

语文教材出现在学生眼前的仅仅

是一行行文字。 如果不展开想像，不懂

得进行再创造，那么出现在头脑中的可

能只是词语所代表的抽象概念，而无表

象组成的生动画面。 这样，就不可能进

入作者所创设的意境之中，不仅无欣赏

乐趣可言， 而且难以理解作品的意蕴。

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中指出：“真正

艺术的作品不是看见的， 也不是听到

的，而是想像中的某种东西”。 阅读教学

中，教师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学生驰骋

想像，透过文字看到图画，透过语言看

到生活，置身于作品之中，获得人生感

悟和美的享受。

如欣赏朱自清《荷塘月色》第四段：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 弥望的是田田

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

的裙。 ”我请学生根据画中的荷叶或生

活中所见， 把荷叶与芭蕾舞女组合起

来，想像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满眼繁茂

的荷叶，荷叶片片相连；因为出水很高，

才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像优美典雅的芭

蕾舞中的舞女的裙———于是，静静的荷

塘幻化为动态的舞台，舞女们穿着绿色

的裙子，翩翩起舞，轻盈的旋转。 随着想

像的驰骋，学生们进入到月光笼罩下的

荷塘美景中， 死的文字变成了活的形

象，作品在想像中得到了复活。

二、架设桥梁，领略内涵

文本的作者与学生，他们的人生阅

历、文化底蕴、思考背景，语言修养都不

可能在一个层面上，这中间的距离有时

简直难以逾越。 教学中，需要运用想像

在这中间架设心灵的桥梁，让学生走近

作者，与文本对话，从而达到心灵上的

沟通内涵上的感悟。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第二

段：“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

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那些村童

居然对着面带愠怒的老头公然作贼，抱

起稻草，嘻嘻哈哈，大摇大摆地走入竹

林。 读到这里，如果不细想，不想像，就

会感到杜甫真会幽默，描写出这么好笑

有趣的场面。 若发问一句：“一根稻草都

要，而且是‘群童’，这说明什么？ ”学生

马上想到“贫困”，再一点拨，想到安史

之乱后民不聊生、 天下贫困的整个局

面。 这些群童正是因为家境贫困，才会

“当面为盗贼”，抱走那些今天视作垃圾

的茅草。 学生因此而悟到这些正是结尾

的伏笔，进而深刻理解作者就是通过描

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达“天下寒士”的

痛苦，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最

终为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所感动。

三、放飞思绪，彰显个性

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地让学生放

飞思绪，各抒己见，畅谈真正个人的创

造性的解读。

在教《咬文嚼字》一文时，学生们根

据贾岛的诗作《题李凝幽居》，经过想像

推理，对朱光潜“推敲之说”的质疑声更

是“沸反盈天”。 有的认为用无声的“推”

动作怎么能知道“鸟宿池遍树”，原诗中

的“门”该是李凝家门，而不是寺院院

门；有的认为“敲”不会打破“岑寂”，反

能衬托幽静；还有的认为“推”的动作有

些粗鲁，不该发生在讲究礼节的文人雅

士身上———显然，第一位学生通过想像

把贾岛的《题李凝幽居》还原成生活画

面，由生活画面先听到“敲”门声，然后

看到树上惊起的宿鸟，从而推断出朱光

潜所说的意境不合原诗。 第三位学生由

诗作联想到古人的礼节，并由此推论出

“敲”字比较符合当时意境。 只要有适宜

的情境，学生所爆发出的想像力、创造

力是教师始料不及的。

“夕阳枯草寻常物，解读都为绝纱

词。 ”什么叫“解读”？“解读”就是放飞

思绪，“解读” 就是展开联想与想像的

双翼，“解读”就是迸发创新思维火花。

何时能让学生思维达到“杂花生树，群

莺乱飞”的境界，那便是语文教学成功

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