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要做学生的朋友，全面了解学生，有的

放矢地引导学生，就必须善于与学生愉快沟通和

交流，做孩子心灵的倾听者。 现在绝大多数孩子

都是独生子女，在校学习很辛苦，在家里又无兄

弟姐妹，心灵很孤独，这时他们是多么需要与老

师的沟通、交流，得到老师的理解啊！ 所以，老师

要抽出时间，花些心思，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与学

生真心交流，真正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做孩子

心语的倾听者、心灵的润滑剂。

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消除鸿沟，多和学生进

行随意的口头交流。在与学生交流的时候不要太

正规，太严肃，不要选择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交

流，而要采用自然的沟通方式。 与学生交流要在

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进行，要注意时间、地点、

方式的选择，要选择在合适的情绪背景下进行。

但是，碰上不善于口头交流、不敢和老师交

流或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和老师交流的学生该

怎么办呢？ 要想走进这些学生心灵的深处，用笔

与学生交流必不失为一种好方式！笔谈主要有以

下几种形式：

一、在日记上与学生交流

日记是人生岁月的收藏，是心灵的拾遗，是

一部自己的没有末页的心灵史书，也是自己的成

长记录。因此我们有必要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记

日记的习惯，日记可长可短，可以是一句话、一段

话，也可以是一篇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

时间就多说，没时间就少说。 还要求学生必须写

真实，写身边的人、物和事，记载真实的情绪、思

考和想法。 师生在日记本上就可以展开对话交

流———教师定期收阅，只读不改，教师要和学生

在本子上进行心灵交流：共话想法、抚慰心灵，解

开心结，赏识优点、婉商缺点、指点迷津，用心与

学生交流。用这种方法可以了解到学生的情绪动

态和学生思想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赢得那些

内向不喜欢说话交流的学生的心，常常能触摸到

他们心灵的角落，感受到他们心灵天空的宽广。

二、在作业批语中与学生交流

批改作业时的钩、叉和分数是冷漠的，没有

感情成分的，而批语可以标示态度和情感。 所以

我们可以把作业的批语当作一个和学生交流沟

通的窗口，好好利用。我曾有一个学生，他挺聪明

挺机灵的，就是有点厌学。 在一次以《感动》为题

的作文里我发现他的文章构思比较好，而且道出

了自己的心声，于是就精心修改后印发给每位同

学，在作文本上我写了这样一段评语：“我知道你

内心有很多的苦处， 我也知道你有一颗进取的

心，我更知道你有一颗聪明的脑袋，这篇文章道

出了你的心声：有酸楚，想感恩！虽然文章的个别

句子沿用了别人的话，但用得天衣无缝，虽然我

帮你改了很多，但你的文章值得我改！ 我为你能

这样认真地对待作文对待人生而由衷地高兴，为

你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而深感自豪。 只要你认

真，只要你自信，你比谁都不差！ ”文章印发出来

后， 该学生在我的批语后加了这样一段话：“老

师，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得到了自我读书以来第

一次也是最爽的一次表扬， 原来我不喜欢写作

文，但是进入高中后，您经常读同学的作文，印发

他们的作文，给他们那么高的评价。我就想，我也

要写一篇能印发给全班同学的作文，现在我做到

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这是我人生最真实

的感动！ 我会认真写下去的，我也会好好学下去

的。我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恨铁不成钢，我会把

我的这篇作文作为礼物送给妈妈的！ ”无心插柳

的一则作业批语， 却促成了一次令人感动的交

流，这次交流改变了一个学生，也深深地感动着

我，让我终生难忘！

三、在期末评语中与学生交流

每学期的期末评语是班主任老师对学生一

期的评价，但不仅仅是一个总结，应该还是老师

和学生、家长交流的一个平台。 学生和家长对评

语非常看重，他们很想通过评语了解老师是怎样

看待和评价自己的。 为了搭建好这个平台，我们

可以改进评语的内容和形式，摒弃那些生硬的千

篇一律的传统评语，而使用亲切鲜活、能够融入

学生心田的描述性评语和期望学生呼应的设问

探究性评语，如“聪明的你，成绩却不能如你所

愿，成功的背后还需要什么什么？ ”“想学习的你，

上课总是不能专注听讲，总是这样，你学习的大

厦会有坚固的地基吗？ ”评语可以提出希望和建

议，还可以征求学生意见等等。 在这个平台上可

以鼓励学生，提醒学生，让学生进行自我反省，激

励学生与老师进行有效呼应，这样可以使师生在

心灵上达成默契，促进师生在发展意向上趋同。

教育是在润物无声中达成目标的实现的，教

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 还应该是心灵的导航

者。只要能敏锐的抓住教育过程中的契机，就能架

起师生心灵沟通的桥梁，学生就会把心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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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舞蹈教育如美术、音乐一

样为年轻的学生们敲开美育之

门。 今天的学生，明天将引领又一

代花季的孩子漫步在二十一世纪

美的历程。 艺术教育对于中学生

尤为重要，且必不可少。

青少年实施美育教育是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 强调艺术

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而

中学正是实施美育、 开展普及性

艺术教育的主要阵地， 舞蹈是其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的

舞蹈教学可以使学生通过舞蹈，

真实地感受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无

限美好， 从而使学生们在更高层

面上认识生活， 从内心深处凭添

几分对人类博爱之心的向往与追

求，在美的神韵中，升华一种对善

良美德和美好生活的体验和憧

憬。 舞蹈作为表现性艺术，有着独

具的审美特性和艺术魅力， 深受

学生们的喜爱。 我们常见舞蹈课外

活动后，学生们对着镜子体味感受美

的愉悦，他们相互鉴赏，寻求美的满

足，还常见学生们在各种演出和舞蹈

比赛后异常的兴奋， 久久不愿离去

……学生们在美的享受中接受教

育，具有一般注入式教育所没有的特

殊功能。

目前， 愈来愈多的教育界人士

建议和呼吁在中、小学校增设舞蹈课，舞蹈的美育功效引

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和重视。 事实上从中学校园的信息反

馈，舞蹈教育对于开展第二课堂，对于丰富学生的文娱

生活，参与各种文艺演出，甚至校际庆典、中外交流、师

生联谊，都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我已经从事舞蹈教学十多年，体味了其中许多的酸

甜苦乐，在困难重重中，也深深感受了学生们对美的渴求

与向往。虽然没有规范性统一教材，但我始终以舞蹈教育

作为对学生进行全面素质培养的重要手段为主要目的。

在相对熟悉的教材框架中，实施规范教学。 在课时少、容

量大、学生基础差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课时，充分利用课外

活动时间，科学地设置教学内容，教学中努力做到三性：

即规范性、针对性、时代性。

规范性。 中学的舞蹈课外活动不多，每周一次课(二

节共 1个半小时)，在较少的课时中进行很系统的舞蹈教

学几乎不现实，但遵循舞蹈教学的基本规律，必须对学生

进行规范训练。 从把上的立姿、勾、绷脚到把下的弹、跳、

转训练；从中国古典舞的手、脚位、基本步伐到身韵组合；

从民族民间舞的开法到表演性组合，循序渐进，一招一势

都严格要求。使学生准确地掌握好舞蹈的基本技能，解决好基

本体态。尽可能地达到舞姿、动感、韵味以及身体张、弛的灵活

性与协调性。

针对性。中学生进校时绝大部分不但没有舞蹈基础，就连

起码的艺术素质都不具备，针对他们的特点，教学中可以采用

“赏识教育”的方法。就是信任、尊重、理解学生，热情鼓励、悉心

挖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潜在能力。舞蹈教育需要严格，但决不

是冷酷；中学教育是普及教育，尤其需要精心呵护，全面培养。

时代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艺

术教育的内容更新势在必行。 舞蹈表现形式要适应从室内到

室外，从舞台到操场的需要，变化多样。 舞蹈语汇既要简单易

学，又要好看新颖，在选材上从音乐到内容力求做到符合现时

青少年的心理特征。 例如，用学生较熟悉的钢琴曲进行把上、

把下及地面的形体训练，既不枯燥，又便于记忆，用内容健康、

旋律优美的流行歌曲进行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的组合训练，选

择时代感强的歌曲、乐曲编舞，学生学习、表演才有兴趣，接受

快、收效显著。同时，通过舞蹈欣赏和与舞蹈密不可分的音乐、

美术欣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普及式审美教育，提高学生的

艺术涵养，丰富知识，陶冶情操。

舞蹈教育导引着中学教育跨越美育的门槛。 全社会都来

关心美育的建设和发展，中学的艺术教育一定会沿着科学、系

统、规范的道路，培养出更多具有良好思想素质和全面文化素

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一代教育新人。

衡东县第一中学 王勋业

抒情散文之所以“形散而神不散”，是因为

它在字里行间所表达的强烈感情，使人读后荡

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对于刚刚升入高年级

的学生而言，怎样去唤醒他们对已有的情感积

淀呢？《再见了，亲人》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抒

情散文， 作者魏巍 1950年底奔赴朝鲜任随军

记者， 直至 1958年随最后一批志愿军离朝回

国。 在漫长的岁月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对朝

鲜人民有着灸热的情感。 但战争早已逝去，孩

子们对时代背景十分陌生，如何引导学生在阅

读中了解那可歌可泣的事，体会那令人震撼的

情呢？ 在备课时，我决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引导学生在朗读课文中体会语言环境，抓住感

人的地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领悟文

章表达方法。

一、引情入境，了解背景

课前，我组织学生观看影片《上甘岭》，同

时，还将抗美援朝的有关图片、音像资料制作

成课件，让学生观赏，再就是布置学生搜集一

些抗美援朝的感人故事， 和同学进行交流，以

达到在教学中他们对历史背景不陌生，让他们

处身置地于课堂文本之中。

二、课题入手，揭示主题

上课时，我将课题板书后，轻轻地对学生

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再见了，亲人》告诉了

我们什么？ 亲人指哪些人？ ”孩子们略有所思，

有的说：“看了课题，有舍不得离开的意思。 ”有

的说：“‘亲人’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听了学生的

回答，我进而引导学生，课题中的“亲人”是志

愿军与朝鲜人民的互称。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

依依惜别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内容。 轻声

读课文，思考并用笔标出哪些是“亲人”？从哪些

事情中感受到他们是“亲人”？

三、朗读片段，感受情感

文中有不少句子表现了强烈的思想感情，

让学生找出来互读，并仔细体会。 如读第一自

然段时，第一句“大娘，停住您送别的脚步吧！ ”

我采用分组轮读的方法，让学生互评，说说该

用什么语气最好？ 通过分辨、感受，大家认为应

该读出恳求的语气。 我不过多分析，顺势挖掘

学生智慧的同时，学生感受到了作者的真实想

法———把志愿军对朝鲜大娘深深的敬仰和割

舍不尽的离别情直接抒发出来。 我紧追问一

句：“志愿军为什么这么舍不得朝鲜大娘”孩子

们马上从课文中找出句子来：“为了帮我们洗

补衣服，您已经几夜没合眼，”：“八年来，您为我

们花了多少心血，给了我们多少慈母般的爱？ ”

“您把伤员背进了防空洞， 当再去抢救小孙孙

的时候，房子已经炸平了。 您为我们失去了唯

一的亲人。 ”“您说，这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情

谊，我们怎么能忘怀？ ”通过这一系列句子的导

读。 表现出朝鲜大妈对志愿军战士的关心、体

贴，如同慈母一般，而战士们对老妈妈更是敬

爱！ 这就是中朝人民永不忘怀的深情厚谊。 想

着这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再细读这一段。 孩子

们把志愿军与大娘告别、追忆大娘为志愿边作

出了牺牲及志愿军与大娘依依惜别的深情读

得淋漓尽致。

四、深化主题，升华情感

“水到渠成”这句话说得好，此时此刻，我

深知，学到这里，孩子们已逐渐将自己的情感

融入到中朝友谊之中，把作者的情感也同自己

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 于是，我便乘势而上，

十分深情地叙说道：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

民生死与共，用鲜血凝结成战斗的友谊，这真

是———“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学生答），我继

续深情地说：回忆往事，一件件，一桩桩，无不催

人泪下，感动万分，可是，千里送君，终有一别，

火车已发出了“呼嗤、呼嗤”声，战士们与朝鲜亲

人不得不松开紧抱的双手， 离别的哭泣声、祝

愿声、汽笛的长鸣声交织在一起，让人像刀绞

一般难受！ 当列车徐徐开动，那轰鸣一声紧跟

一声时，人们不禁撕心裂肺地喊叫着，同时不

约而同地举起手臂，使劲地摇晃，深情地呼唤：

“再见了，亲人！（回应了课题），再见了，亲爱的

土地！ ”我用低沉的声调读出：“列车呀，请慢一

点儿开， 让我们再看一眼亲爱的土地……”孩

子们咽哽了，接着读：“再见了，亲人！ 我们的心

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接着我边播放轻音乐与

课文情境边范读全文，让学生脑海里再现那一

幕幕感人肺腑的情景。 读完，我瞅见，许多孩子

任凭眼泪腮边流淌，久久地不愿抹去，仍沉浸

在这感人的场面中，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情

到深处泪自流”呢？ 这便是中朝人民依依惜别

的深情，难以割舍的中朝战斗友谊，世世代代，

直到永远！

由此可见，《再见了，亲人》这篇抒情散文的

教学，可巧妙地循序渐进，在抓语言训练与朗

读训练中，使中朝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与国际

主义精神在孩子的心灵中不断升华！

小学高年级散文教法之我见

———学会用心与学生交流

———以执教《再见了，亲人》为例

长沙市岳麓区高新博才学校 毛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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