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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思维

课程：八年级语文课
授课老师：陈玉荣
地点：岳阳县长湖乡中心学校
时间：2017 年 4 月 10 日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从学生们的背诵
中，不难看出今天课堂的主题是“雪”。

《雪》是鲁迅为数不多的色彩明丽的文章
之一，文章 1、2、3自然段描写了江南优美的雪
景，4、5、6自然段则体现朔方壮美的雪景。

陈玉荣老师首先引导学生领略江南雪
景。“文中对于植物的描写有哪些？ 用了哪些
修辞手法？”“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
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 雪野中有血红的宝
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
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运用比喻
句，将雪比作青春、皮肤，也呈现了花草五彩
缤纷的特点。 ”

“那动物的描写呢？ ”“胡蝶确乎没有；蜜
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 我可记不真

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
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 也听得他们嗡嗡
地闹着。 ”“忙碌地飞着， 嗡嗡地闹着。 一个
‘闹’字写出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

陈玉荣老师提出疑问：“花儿盛开，蜜蜂采
蜜是什么季节的典型景物？”“春天。”“现在是
冬天，怎么会出现春天的景象呢？ 鲁迅自己也
说确乎没有，这是作者想象的。 你认为作者这
样写的原因是什么？”“花在生长，蜜蜂在忙碌。
说明作者盼望春天，盼望革命胜利的希望。 ”

至此， 江南美好的雪景已经印入学生脑
海， 那鲁迅又运用了哪些比喻描写朔方的雪
呢？ 学生默读课文并找出关键词：如粉如沙、
绝不粘连、蓬勃奋飞、灿灿生光、旋转升腾。

陈玉荣老师又提出了疑问： 这些词语是
如何体现朔方雪的特点？ 各小组抢答：“不粘
连说明朔方的雪都是独立的。 ”“到处飘洒没
有归宿，又说明它是孤独的。 ”“他的奋飞，他
的生光，他的旋转，他的升腾都表现了朔方的
雪具有不屈的抗争精神。 ”

欣赏完鲁迅笔下的两处雪景之后， 陈玉

荣老师总结说，和江南温润的雪相比，朔方的
雪是“冰冷”的；和江南在日光中渐渐消释的
雪相比，朔方的雪是“坚硬”的，鲁迅仅仅是在
描绘雪景吗？有学生立即作答：“不是，作者在
借景抒情， 借描绘朔方雪悲壮的战斗来表现
自己的战斗精神。 ”

陈玉荣老师继续引导学生思考： 结合此
文写作时的社会背景， 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
分别蕴含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

各小组成员之间相互讨论和归纳， 并依
次发表小组总结：鲁迅的故乡在江南，他在文
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江南的雪景， 蕴含了对
故土的怀念之情；当时，鲁迅生活的北平反动
势力猖獗， 朔方的雪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不
满，决定要义无反顾地战斗，从这里可以看出
作者的志向……

教室里对于雪景的探讨还在继续。“缀文
者情动而辞发”，借助文字去感受鲁迅虽然孤
独但仍不屈抗争的精神， 这应该是学生们本
节课最大的收获吧。

本报记者 彭静

伴随着优美的古乐声， 株洲市滨江小学十来位小小茶艺师们在茶艺老师
的细心指导下，装茶、润茶、冲泡、运壶、分杯，优雅娴熟，冲好一杯香茶，双手敬
上，举手投足间的那份从容优雅，让人心悦。

该校每周五下午开设一堂茶道课，让学生们学习茶艺，着手打造校园茶文
化环境，探索茶文化中具有德育意义的精髓，编写茶文化校本课程，组建茶艺社
团拓展学生对茶文化的理解……学生们在美育的感染和熏陶下， 找到了自信，
增强了人文素养，激发学生们主动追求具有积极价值的人生勇气和信念。

通讯员 马文章

户外活动蕴藏着无数宝藏，一次，一场大风把园
里的一棵柳树吹倒了，孩子们纷纷感到惋惜，我及时
组织孩子们收集了一些树枝和叶子，开展了“我爱大
树妈妈”的活动。 在导入环节中，我先给孩子们讲了
“小鸟和大树”的故事，引导孩子们思索：小鸟喜欢在
什么地方筑巢？如果大树妈妈被砍伐了，或者被自然
灾害毁灭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为此，孩子们经过
自由讨论一致认为：如果失去大树妈妈，小鸟会很伤
心，因为它没有地方建造自己的家了。

为了进一步加深孩子们对“生命”的理解，我继
续抛出了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保护大树妈妈？这
棵已经被大风吹倒的柳树，还可以怎么利用？

孩子们根据两个问题，自愿组成了“保护大树妈
妈”小组和“绿色环保”小组，展开了更加落地的实践
活动。“保护大树妈妈”小组设计了“保护大树妈妈”
的宣传海报，张贴在幼儿园的公共区域里。“绿色环
保” 小组的成员们用树枝和叶子做成了标签和艺术
画， 装饰在班级里； 孩子们还合作设计出了环保标
志，给小班的弟弟妹妹们进行环保宣传。 陈晓红

老教育家于北辰说：“天下之
主任多矣！ ”而班主任则是“极普
通、极重要、极伟大的主任”。 要想
成为一名优秀的班主任， 光有一
股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一定要注
意言传身教， 凡我们要求学生做
到的，我们自己一定要先做到，做
学生的表率。

班主任工作需要管理艺术。
这管理艺术不是照搬某位优秀班
主任的做法就能实现。 班主任工
作的艺术可以分为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制度管理。 这里
的制度包括班规、 班训、 班级口
号、奖惩方案等。 这方面的工作，
绝大部分班主任都会做。 但要上
升到一种艺术， 必须要做到知行
合一， 即这些制度有实效、 得人
心、能执行。

第二重境界：自我管理。 所谓自我管理，
就是指个体对自己本身， 对自己的目标、思
想、心理和行为等表现进行的管理。自己管理
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激励自己，自己管
理自己的事务， 最终实现自我奋斗目标的一
个过程。在这方面，东安县鹿马桥中学做得比
较好。 该校开展的自治班会在全县得到了推
广，其具体做法是：他们每天利用读报课时间
开自治班会。首先由每个人针对自己的学习、
成长目标进行反思，然后小组互相评价，发现
好、 坏典型， 做得好的同学上台发言介绍经
验，做得不好的同学上台说明原因（不叫检讨）
并自我惩戒，唱一首歌或朗诵一篇课文。每次
自治班会由值日班长找一位搭档组织， 类似
新闻播报类节目。 班会前主持人可播报班级
或学校甚至全国新闻， 班会结束后可开展主
题演讲，或互动游戏，或才情展示。 因为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所以深受学生欢迎。

第三重境界：无为而治。 老子一再强调
“无为而治”。 他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
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
而民自朴。 ”这里说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什
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顺其自然、充
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 班主
任要想实现“无为而治”，须想法激发学生自
主学习、自我管理的内驱动力，理顺、协调好
科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与学生家长合作，
各司其职，顺其自然，坐等花开。 这样的班主
任当得比别人轻松，但班级管理、教学成绩
又远在其他班之上。 这才是班级管理的最高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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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妈妈”与生命

冲泡一壶好茶

� � � �从农村到乡镇再到县城， 笔者自大学物理
系毕业以来，一直奋战在初中物理教学第一线。
在教学中摸索，在摸索中总结，在总结中提高，
教育教学效果突出。下面谈谈笔者 21年来从事
初中物理教学的点滴经验。

笔者以为，教好初中物理，必须解决好四
个问题：一是兴趣问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
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 二是进度问题。 要正确处理夯实基础与
把握进度的矛盾。 三是实验问题。 物理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高度重视实验教学与
操作。 四是方法问题。 物理是一门理解性强的
学科，理解是以识记为基础的，要正确处理理
解与识记的关系。

一、把握《序言》，利用简易实验上好第一
堂课，激发兴趣

早在小学阶段，学生通过《科学》课对物理
知识有了初步接触，因此，对于八年级新增的
《物理》这门学科，学生往往会有一种新鲜感。
许多学生对此学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这种
兴趣仅仅是短暂的好奇，如果教师在第一堂课
中能牢牢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就能将短暂的好
奇转化为浓厚而持久的兴趣。这就要求我们在

上序言课时，认真设计教案，上好第一堂课。比
如通过演示“三棱镜分解白光”“纸盒烧开水”

“被纸片封闭在倒转的玻璃杯中的水不会流出
来”等操作简单、现象明显的实验，来引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的求知欲。 还可例举一
些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如：“插入水
中的筷子会弯折”“同样是电，通入不同的用电
器会产生不同的作用”等等，使学生刚一接触
物理就感觉到学物理有趣，从而为今后的学习
打下良好的开端。

二、讲透基本概念，正确处理夯实基础与
把握进度的矛盾

笔者 21年的教学经验显示， 学生在答题
中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平时有没有准确地理解
和掌握初中物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有很
大的关系，因而重视和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概
念的学习是学好初中物理的首要问题。抓基础
知识，就是要抓课本知识，教学中力求每章节
过关。由于各学生之间的智力差异和学习基础
不同，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掌握能力不同，我们
应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因材施教， 拔尖补困，力
求不让每一个学生掉队。

当然，从八年级开设的物理课程，知识点

多，时间紧，这就要求物理老师正确处理好夯
实基础与把握进度的矛盾。 适量布置课后阅
读，延伸物理课堂，让学生真正做到“课堂及时
消化，课后及时巩固，课前认真预习”，夯实基
础和把握进度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

三、注重实验教学，“放”实验和“做”实验
相结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初中
物理是一门实践学科，每一个概念、规律和公
式，都是通过物理实验得出的。 物理概念和规
律是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思
维的方法，把一些事物本质的共同特征集中起
来加以概括而形成的。 因此，物理实验是物理
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实验教学，包括教师演示实验教学，现在多
采用多媒体课件“放”实验，也包括学生进实验
室动手“做”实验。以前教学设施落后，物理实验
室设备简陋，实验教学以教师演示实验为主，学
生参与少，认知能力难以提高。现在教学条件提
高了，教师在“放”实验的基础上，要以学生动手

“做”实验为主，突出学生主体性，彰显学生个
性，解放学生创造性。 让学生在实践中认知、在
实践中掌握、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创新。

四、熟记基本概念，加强理解，正确处理识
记与理解的关系

初中物理虽然需要注意培养思维能力，但
同时也要重视记忆， 要在识记的基础上进行理
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加深记忆。根据艾宾浩斯的
记忆曲线规律，笔者对学生进行了如下的要求：
每节课要认真听讲，加强对知识的理解，课后留
出几分钟的时间进行记忆。上午的课，中午要重
温一遍；下午的课，傍晚要重温一遍；作业前要
再重温一遍。 每周要对本周的知识进行一次回
顾，之后是一个月，三个月……通过这样不断反
复加深巩固， 这样学到的知识基本上在大脑里
扎下了根， 想忘记都很难。 记忆时要注意找规
律、找特点，要准确记住各种定义、定律的文字
表达和各种物理量的单位， 这有利于帮助学生
形成物理文字和语言的表达能力。 物理计算公
式与数学计算公式的一个最大区别是： 公式的
每一项都有物理意义和单位。 在记忆物理表达
式时，一定要记住各项的物理意义和单位。

总之， 物理教师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讲透物理基本概念，指导学生动手实
验，督促学生加强识记，提高教育质量，提升
学生能力。

初中物理教学点滴体会
邵阳市洞口县花古街道中心校花古中学 龚金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