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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经从事小

学音乐教学工作近十年了。回顾这一

路，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歌唱教学中

学生无法对声音进行有效的控制。小

学阶段是孩子声带生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尤其是中、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处于

变声期，要特别注意保护好嗓子，怎样

让学生在歌唱时声音充满活力又悦耳

动听呢？不妨试试和学生说说“悄悄

话”吧！

在一次区级骨干教师的教学研讨

活动中，教研员组织大家观摩了六年

级第九课《风吹竹叶》。首先，上课的

教师用说“悄悄话”的方式创设了风吹

竹叶的情境。接着，教师轻声高位的

示范结合着三拍子的横拍律动让学生

自觉加入活动。很快，孩子们便找到

了各自声带的舒适区，自如地表现着

声音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音乐艺

术形象。教师整个教学设计都在一个

安静的音乐氛围中进行，以静来衬托

出风吹竹叶发出的沙沙声，学生和听

课老师们都在这堂课中认识到唱歌并

不是声音越大越好听，而是要根据歌

曲的特点，用科学的歌唱方法，合适的

音量、舒适的音色去表现歌曲的音乐

艺术形象。

反思自己的歌唱教学，学生为什

么无法对声音进行有效的控制？有如

下几种现象：喜欢用“原生态”或“摇

滚”唱法展示自己的歌喉，遇到高音就

抬起下巴挤嗓子或自行降调；教材中

的民歌或小调，只要是旋律起伏比较

大的歌曲，音准总是在调外“游离”；到

合唱歌曲从不会认真倾听其他同学的

声音，导致简单的二声部教学耗时长，

效果不理想。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课堂中从

和学生说“悄悄话”开始。如：在教学

生演唱经典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

桨》时，我从孩子的欣赏视角，找了一

个形式内容与歌曲贴切且音源效果好

的音视频，随即我用轻声对歌曲的创

作背景、情绪以及歌曲的意境做了简

单地讲解和说明，孩子们很快就明白，

歌曲应该用怎样的声音演唱。学唱环

节我率先示范了用说“悄悄话”的感觉

轻声演唱歌曲，轮到孩子们演唱时，我

想到了“皮格马利翁效应”，鼓励与积

极期望的眼神，孩子们果然没让我失

望，第一次在课堂中被学生自然、轻松

的歌声所陶醉。

我国著名指挥家杨鸿年教授曾经

说过：“好的声音要轻而不虚、高而不

挤、低而不压、强而不炸”，虽然我的学

生离好的声音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在

课堂中用说“悄悄话”的感觉歌唱已经

向科学歌唱之门迈出了一大步，音乐

课堂中说“悄悄话”就像魔法棒一样引

领着孩子们将复杂的声乐技巧化繁为

简，而我，正慢慢享受着自“悄悄话”进

课堂后孩子们带给我的惊喜。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

“教，是为了不教。”在小学数学课

堂教学中，把学科知识机械地传

授给学生，不如教给学生学习方

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激发学

生的探究热情，让学生自己积极

主动地去观察、实验、分析，自己

探索知识，发现知识，掌握知识，

形成一定的数学技能，培养独立

的创新意识，从而达到“不教”的

目的。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发

现如何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运用好

“探究学习”的方法来指导教学实

践，激发学生潜能，在适合学生年

龄阶层范围内积极引导他们打开

思维，促使他们对新知识主动去

尝试和探索，我认为关键应做到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情景铺设，激发学生自
主探求知识的情感。情境教学是

指通过语言描述、多媒体运用、实

物演示、角色扮演、实验操作等多

种手段创设课堂教学情景，将认

知与情感、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教与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发

挥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改变学生单纯接

受知识的被动局面的一种教学方

法。小学生在课堂中的情感体验

一般是来自对所学知识的兴趣，

而数学是抽象的。小学生的抽象

思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感

性经验相联系，因此要为学生创

设情景，设计悬念，给学生提供主

动探求的机会，从而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二是自我探究，锻炼学生自主动手
操作的能力。通过教师精心设计的动手

活动，使学生进行积极地自我探究，促进

其自主学习。如“摆一摆”“移一移”“画

一画”“数一数”“剪一剪”“折一折”等多

形式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促使学生积极

主动地进行自我探究，在快乐学习的过

程中掌握新知。

三是讨论创新，充分发挥个人与集
体的智慧。教师针对学生在“自我探究”

过程中的学习情况提出有价值思考的问

题，启发学生进行讨论，使学生自我

领悟新知识。例如，我在教学互质

数的概念时，教材只用了一行15个

字进行概括和总结，我通过深钻教

材，挖掘教材的内涵，为学生提供了

以下四类数字，让学生们充分感知

和比较：①3和5；②7和9；③8和9；

④1和10……通过写每个数的公约

数，使学生获得互质数的感性认识，

在通过分析讨论，比较四种数的不

同和相同，从而揭示出互质数的本

质特征，并通过讨论得出结论：①两

个质数；②两个相邻的自然数；③两

个相邻的奇数；④1和其他自然数；

⑤质数与不是他倍数的合数。以上

五种一定都是互质数。学生的思维

是无限的，只要能留给学生自主发

展的空间，让每个学生去主动地参

与，主动地创造，这样才能有效地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四是注重实践，让学生的发散
思维得以体现。数学教学效果如

何，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学生能否运

用所学的知识顺利地解决日常生活

和生产劳动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是

评价数学成败的重要手段。另外，

学生通过探究形成的发散思维一直

是创新发展的思维形式，任何发明

和发现首先是建立在发散思维基础

上，没有发散，就没有创新，对于教

学，就必须实现让学生在实践中去

发现，去探究，去形成丰富且独具个

性的思维。

五是导训灵活，让学生根据自
我层次练习。在每一个知识点的课

堂教学完成后，教师为学生提供不

同层次和类别的练习题，学生自主结合

小组选择适合自己的巩固训练，促使学

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调控，以此提高课

堂教学效果，这一教学模式体现了主体

观、合作观、活动观和发展观的特点。

总之，灵活有效的、多形式的课堂教

学能够形成孩子们强烈的探究欲望。唤

醒孩子们沉睡的潜能，激活封存的记忆，

开启幽闭的心智。因此，教育必须以学

生为本，只有给学生自主的空间，足够多

地展示和发掘自己能力的机会，才能真

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阅读感悟能力是指读者通过研读文

字，能“聆听”到作者倾吐的情感，体验作

者描述的情、景、人、物等。读者在作者

营造的语言情境中，应用思考和情感体

验，深层挖掘文字背后的精彩世界。感

悟能力中“感”是指文本带给读者的触动

和引发的刺激，而“悟”则是读者分析理

解从中获得的道理。因此只有充分发挥

阅读中的感悟能力，才能感受到文本内

容中的语言魅力，学生才能体会到阅读

的乐趣。

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提高学生
感悟能力的重要性

一个阅读感悟能力差的人，无法体

会到阅读的甜头，往往专注能力也差。

他们无法沉浸到思考的模式中，这样读

书就变成苦恼的事情。众所周知,阅读

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

位。学生写作中的情感体验和语言塑造

主要来源于学生的经历和阅历。书中虽

然有千钟粟、黄金屋，可要是没有发掘的

眼睛，那些好的内容是无法得到积累和

应用的。学生只有充分理解消化阅读的

内容，才能使有用的知识能真正为我所

用。学生阅读理解感悟能力强，大脑中

储备了一定的知识，那么在实践时才能

逐渐掌握运用语言的艺术。

二、提高学生阅读感悟能力的策略
刺激感官调动学生感悟能力成长。

阅读教学中，教师要选择题材多样，生动

活泼的阅读材料，再运用丰富多彩的教

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各项感官体

验。如在教学古诗《题西林壁》时，我把

庐山图片和纵断图片制作在教学 PPT

中，通过不同角度的对比学生马上就明

白诗中描写的横看、侧看的不同。引导

学生认识到看待事物要全面，然后让学

生回忆阅读《画杨桃》一文的体验，学生

就能明白诗中所包含的深刻哲理。

反复阅读引领学生突破感悟重点、

难点。“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学生阅读

感悟能力无法突破，往往是因为对阅读

重点的敏锐性差，阅读难点又无法理解

造成的。例如阅读《秋天的雨》一文，因

为课文节奏明快，所以学生还是很喜欢

阅读的。第一遍读后，我让学生用课文

的话讲讲作者在文中表达的重点，学生

们只有笼统的体验，所以一下说不来。

接下来我让学生带着问题再读两遍，通

过第二次反复的阅读学生就有了深层次

的感知，找到了课文最后一句话“秋天的

雨带给大地的是一首丰收的歌，带

给学生的是一首欢乐的歌。”这样，

通过阅读学生已经对秋的建立了深

刻印象。

亲子阅读、教师导读是提升学

生感悟能力的主要途径。阅读过程

中，家长和教师的引导参与，不仅有

利于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及

时的互动交流还能增进彼此了解，

同时也能引导学生价值观的取向。例

如，学生阅读一些国外名著时,可能由于

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不同，学生对名著不

好理解，教师就要多和学生交流阅读感

受。如学生阅读高尔基的《童年》时有难

度，我们可以采用部分阅读，深入理解的

方法。阅读染坊火灾这一部分，引导学

生体会外祖母的勇敢、善、乐观，同时也

要感悟外祖父的怯懦；读分家的故事，又

从侧面感受到外祖父的吝啬和两舅舅的

贪婪。最后顶针事件，把故事推向高潮，

外祖父把“我”打昏死过去，舅舅露出邪

恶的面孔，他们的凶狠，粗暴完全体现出

来。读了这些，学生们就会产生疑问，是

什么把亲情变得这样淡漠？教师带领学

生去感受俄国低层生活的艰难，世事的

苍凉，就会明白作者刻画主人公都栩栩

如生，明白“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位

高尚的人谈话”。学生要达到相匹配的

感悟能力，才能体会作者的精神世界。

叶圣陶曾有过这样的比喻，文字是一道

桥梁，读者在这边桥头，作者站在另一

头。通过了这道桥梁，读者与作者会面，

才能了解彼此的心情。所以教师要培养

学生掌握跨过这道桥梁的本领。阅读感

悟能力是陪伴学生终生的能力，教学中

积极为培养学生的感悟能力而探索，研

究是教师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音乐课堂中“悄悄话”的力量
长沙市芙蓉区育英西垅小学 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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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中提高学生感悟能力的方法探讨
邵阳市双清区第一实验小学 戴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