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其师，信其道。 ”一名深受学
生喜欢的老师， 能通过自己的教育
语言、人格魅力、着装仪态，甚至生
活习惯来影响学生。 笔者作为一名
兼任班主任工作的小学语文老师，
在多年的一线实践中发现， 只有当
师生同处和谐、 融洽的氛围中，教
师才能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学生的脑
袋， 让学生爱上你所教的这一门学
科。 怎样让学生对语文更感兴趣？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大家商榷：

1、 把教师阳光的一面最大化
亲切的笑容， 激情的课堂，把

教师阳光的一面展示在学生面前。
教师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多
大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要把消极的
情绪带到学校，带进课堂，要调整
好自己的心态，在学生面前保持一
种师者的风范，以饱满的热情和良
好的精神状态，在课堂上展现一个
充满激情的引导者形象。 教师要成
为学生的朋友，在他们困惑时予以
开解；在他们遇到困难伸出热情的
手； 在他们取得小成绩时适时夸
奖；在他们惘然时给予鼓励，怀着
一颗真诚的心，做学生的贴心人。

2、把沟通与交流当做润滑剂
沟通与交流是构建人际关系

的基石， 师生之间作为平等的公
民，应注重在教育与被教育者之间
搭建民主、理解、宽容、和谐的学习
环境。 在语文教学中，老师不仅要
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教给学生学

习知识的方法。 新课程要求将传统
的语文课堂变成民主式、互动式的
课堂， 调动学生学习的激情和欲
望 ，要让学生开口说话 ，积极回答
老师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和观点。 教师要通过适当引导，给
学生一个自由平等的空间，懂得放
手让他们去探索、感悟 ，在大家面
前充分展现自我。 如果教师保持高
高在上的“师道威严”形象，则会让
学生们敬而远之，不敢亲近。

3、让青春的学生不羞涩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

累积 ，进入高年级后 ，学生们的荣
誉感和羞涩感更强，考虑问题的方
方面面越来越多，做人处事的前后
顾虑也越来越大，课堂主动回答问
题的学生逐渐变少，他们害怕出错
会遭到其他同学的嘲笑和老师的
责怪。 作为老师，要鼓励学生主动
回答问题 ， 让学生明白即使说错
了、做错了也没关系。 时刻给学生
以尊重和信任，努力营造宽松和谐
的学习环境 ，消除学生紧张、恐惧
的顾虑情绪，学生才会敞开心扉。

4、给学生一个仿效的榜样
向往美是人的本能， 教师在教

育的一亩三分地中，应该是一个美
的标签、美的符号。 语文老师在课
堂上的言行举止要有风度，做一名
机智幽默、表达精练 ，同时具有浪
漫文学气息和强烈感染力的“语言
大师”。 并且，老师还要注意态度应

和蔼亲切、 有亲和力。 语文老师的
教学风度还应体现在“治学” 态度
的严谨上， 不明白的地方不虚张声
势， 老师自己错了要及时纠正，要
把“知错能改”身体力行地“传染”
给学生。

5、展现“别样生活”的乐趣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生活， 新课

程特别强调社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
用， 我们的课堂内外有着丰富的学
习资源， 一事一物都可以为教育利
用和借鉴。 在湘教版课本中， 所选
择的课文都是典范和代表作， 字词
循序渐进、 语言恰当精妙、 思想表
达深邃， 这些都是构建学生母语文
化的基础 。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
临， 我们的生活也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 学生们接触的新鲜事物也
越来越多，教师也应从“奥特曼”、

“喜羊羊”、“熊大熊二和光头强”这
些动漫中找出教育的素材来， 让学
生明白其中的正面道理。

小学语文是母语文化的启蒙 ，
作为教育者， 我们从事的不单单是
一个职业， 更应该肩扛着一份传承
祖国文化的使命， 在尊重每一位学
生， 热爱每一个学生， 平等对待每
一个学生的基础上， 让学生爱上语
文课， 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来自
老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品味在语
文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喜悦，让
他们的个性和才能都能在语文课堂
上肆溢飞扬。

怎样让学生对语文感兴趣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第五小学 田云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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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国学内容是小学生了解传统文
化、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窗口，小学高年
级语文教学能为国学做些什么呢？ 国学又
能为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做些什么呢？

一、用国学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一讲到国学， 很多人脑子里首先想

到的就是令人头痛的古文、 古诗词之类
的， 畏难情绪油然而生。 我在平时教学
中，注意采用多种方式告诉学生：国学是
语文中的一种，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几千年来与我们血肉相连，早已渗
透到我们的灵魂之中了， 国学就在我们
的身边。 有一次 ，我与学生谈及《论语》
是孔夫子与学生们平时的对话之时，便
讲到《子见南子》 中的“天厌之， 天厌
之”， 是指老夫子对着学生子路发誓，说
若是干了你讲的那些事情就让他天打五
雷轰。 这么一讲学生笑了，也都明白了。
我顺势又跟学生讲了古人一写文章就用
文言文这种形式的智慧， 古代的学问家
早就发现中国各地不同时期人们的口语
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如果都用口语写作，
一段时间后， 后人就不能完全明白前人
文章中写的是什么意思了， 采用文言文
这一固定形式， 使现在的我们都只要稍
加学习就能明白两三千年前古人写的文
章。

二、用国学在语文学习中渗透德育
国学作为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传承， 深深融入了

华夏儿女的血肉灵魂之中， 始终是一种重要的德育力
量。 在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我尝试用国学培养学生
们的民族自尊、爱国责任、孝顺父母、勇敢坚强等优秀品
质，加强德育的渗透。 比如在教学李清照的《夏日绝句》
时，我带领学生们了解故事背景 ，弄清楚作者在什么情
况下写下了这首诗 ，体会其中的忧国爱国情，也感受其
中蕴含着的勇气与决心，一个女子写出如此富于大丈夫
气概的诗句 ，令人敬佩 。 同时，让学生参照花蕊夫人的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诗句，更深地体味
亡国破家之恨。 这样的古诗有很多，如陆游的《示儿》《十
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在教学这些古诗时，我组织学生
课前找出几首辛弃疾的诗词作对照 ，如辛弃疾的《送剑
与傅岩叟》《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 )《破陈子》(为陈同
甫赋壮语以寄 )等诗词。 课外，我多次抽空与学生们一同
学习《弟子规》中的内容，培养学生们孝、悌、友、恭、信等
优良品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三、用国学夯实学生的语文基础
我在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学中，首先注重教会学生读

准字音 ；其次注重带领学生弄懂字义和字的演变 ；再次
注重让学生掌握一定数量的字。 读音的掌握主要依托拼
音和字典，字义的掌握也是如此 ，弄清了字音 、字义 ，再
组织学生掌握汉字书写。 比如在教学《示儿》一诗，学到
其中的“祭”字时，除了讲字音字义，我还告诉学生：“祭”
字由三个部分组成，上面左边的斜“月 ”代表肉 ，上面右
边变体的“又”代表手，下面的“示”代表祭桌，整个字表
示以手持肉祭祀神灵。 了解了“祭”字之后，我顺势引导
学生们，凡是含“月 ”字的汉字多与肉有关，学生们兴趣
盎然，进而发现凡是带有“王 ”字旁的汉字多与玉石有
关，学生们由此发现了汉字其中存在的规律。 我还依托
《说文解字》等学习文言文的工具书，向学生们介绍我国
汉字的演变历程、字音字义等。 讲到《说文解字》，我随即
给学生们讲了陆宗达（训诂学家）拜黄侃为师的故事。 在
学生学习《观书有感》一诗时，我给学生讲“鉴”字在《说
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大盆也。 以及后来为何会引申为镜
子的。 这些国学内容有助于学生们更好地学习语文知
识，掌握语文技能。

四、用国学扩展学生的语文知识面
国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像唐诗宋词、四大名著、

三十六计、孙子兵法、中医中药、象棋围棋、道德风俗、饮
食文化、婚丧嫁娶、唐装汉服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国学的
一部分。 我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借助《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等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的视野更加开
阔，知识更加丰富，能更深刻地体会国学的魅力，感悟国
学化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进一步激发学生
学习语文的兴趣。 《三字经》中的从“自羲农，至皇帝，号
三皇，居上世。 ”到“廿二史，全在兹。 载治乱，知兴衰。 ”
仅仅用了三百个字，就将一部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比
较完整地揭示了出来，实在是令人叫绝。 《百家姓》采用
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
口，易学好记，而且一个姓有一个姓的故事 ，熟悉它 ，于
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千字文》 由 1000 个不重复的汉
字编成的韵文，词藻华丽 ，语言优美 ，且脉络清晰 ，熔自
然、社会、历史、教育、伦理等知识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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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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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轻声歌唱”能克服学
生歌唱的盲目性，让他们更好地、
发自内心地歌唱。“轻声歌唱 ”能
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 。
“轻声歌唱”能培养良好的歌唱氛
围，符合中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

【关键词】轻声歌唱 科学的
发声方法

在中学音乐教学中，歌曲和欣
赏 是 向 学 生 进 行 审 美 教 育 的 主
体 ， 也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全套中学音
乐课本共选用声乐作品多达 100
余首 ， 可见歌唱在中学音乐课教
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那么
怎样使中学生更科学地掌握歌唱
的技巧呢 ？ 笔者在中学音乐教育
歌唱教学中采用让学生“轻声歌
唱”的方式，取得较好的效果。

首先，“轻声歌唱”能克服学生
歌唱的盲目性，让他们更好地、发
自内心的歌唱。

从中学生身体的生理结构分
析，用力撑开喉部器官大声歌唱 ，
本身就是一种负担 ， 有时会感到
吃力，要么唱得嗓子疲劳 、心力交
瘁 ； 要么唱得头昏脑胀 、 口干舌
燥。 这样的歌唱是漫无目的的，带
给学生的只有身体的疲劳和精神
的负担。 久而久之，学生对歌唱会
感到单调、盲目而逐渐失去兴趣。
而“轻声歌唱”恰恰能弥补这些不
足 ，放松的，有气息支托的“轻声
歌唱 ” 能帮助学生理智地表达歌

曲的思想情感，更好地表情达意 。
学生在悠扬的大合唱声中， 体会
到了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 并从中
得到启迪，陶冶情操 。 试想，每一
个学生都放开喉咙 ， 大声歌唱直
到面红脖子粗 ， 哪还会有心思去
表达情感，体会歌唱的乐趣？

其次 ，“轻声歌唱 ” 能帮助学
生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

歌唱教学的出发点是教学生
“用什么样的声音唱歌 ”“用什么
样的态度和情绪来唱歌 ”。“轻声
歌唱 ” 能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发
声方法：

1、“轻声歌唱”能使学生喉部
器官放松，找到头声的感觉。

2、“轻声歌唱”能使学生有更
多的精力放在气息的运用、 身体
各部位的调整和咬字、 吐字以及
对歌曲感情的表达上。

3、“轻声歌唱 ”的要领不是追
求音量 ， 而是重在追求优美的音
质 ， 这样有助于学生自然地掌握
协调使用声带及其附属器官 。 日
本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品川三郎指
出“越是期望学生将来能获得大
音量和富于充实感的歌声 ， 越是
要让他们注意嗓音的保护。 ”

再者，“轻声歌唱 ” 能培养良
好的歌唱氛围， 符合中学生身心
成长的规律。

试想，在一个班级音乐课上，
少数几个人扯着嗓子大声唱 ，声
音比别人大很多， 是否会影响到

气氛呢？ 情绪饱满地“轻声歌唱”
是培养学生养成科学卫生发声习
惯的基础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理
与心理逐步成熟，他们的歌声将更
加美好！

最后 ，我想通过让中学生“大
声歌唱 ”带来的危害来说明“轻声
歌唱”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中学生的年龄处在
12-18 岁左右，这个时期的喉部器
官正处在迅速发育变化期，也就是
变声期，此阶段的中学生比较容易
产生发音机能失常的现象，因为在
喉部器官发育过程中，各部分的发
育很难保持平衡，时常会出现畸形
发展，例如 ，左右两声带长大情形
不一，或两声带长大的情形与喉腔
扩大的情形不相配合，发音就有困
难。而且即使各部分的发育能保持
平衡，在短时期内喉部器官忽然变
大时也会感到不习惯，在未养成新
的发音习惯之前，发音时各肌肉运
用起来难免会出现差错，发音能力
较差，声音容易变“沙”变“哑”。 这
时，如果让学生“大声歌唱 ”，喉部
器官处在充血状态， 久而久之，使
声带变得肥厚。

总之，“轻声歌唱” 在中学音乐
课歌唱教学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
的，笔者渴盼青年一代都有健康的
体魄 、 美好的心灵 ， 用动人的歌
喉、饱满的激情，去讴歌我们伟大
祖国的幸福明天，展望祖国的美好
未来。

论“轻声歌唱”在中学音乐
课唱歌教学中的作用

益阳师范学校音乐组 王文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