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飞想象的翅膀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想象力

武冈三中 匡剑琳

想象， 是人类创造性思维

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在语文

学习中， 不但文章的写作离不

开想象， 阅读也同样离不开想

象。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充分利用青少年的心理特点，

扩大创造的空间， 使阅读教学

成为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给学生

带来真正的创造、发现的喜悦。

一、创设自由、民主、宽松、

和谐的课堂环境， 放飞学生想

象的翅膀

和谐宽松的学习氛围是培

养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 著名

心理学家罗杰斯强调， 在教学

过程中， 只有让学生处在一种

无拘无束、自由畅达的空间，他

们才会尽情地“自由参与”与

“自由表达”。 比如我在教学《如

果人类也有尾巴》时，正绘声绘

色讲述“尾巴”联想到“翅膀”的

丰富想象时， 一名女生说：“老

师， 如果人类像鲸鱼一样在水

里，行吗？ ”听得入神的同学被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打断， 都责

怪这个同学。 我却首先肯定这

点上的类似性， 并随即和大家

进一步深入讨论类似联想。 当

大家弄清类似联想需要生活基

础， 重要的是找到联想双方的

相似点，使课堂讨论得到深化。

课后这位女生写出了《人类是

两栖动物》的好文章。

二、 充分利用语文教材，激

发学生的想象力

语文教材中可以说无处不

存在着美。 作为语文教师，就要

给学生创造充分的阅读欣赏机

会， 让学生无拘无束地阅读自

己的文句， 用自己的思想去领

会，去体验，去感悟，让这种活动

完全脱离课堂教学的羁绊。

1、利用好默读，让学生有目

的的感知情境。 在教学中，注意

引导学生把阅读的思路和作者

的创作思路统一起来， 并根据

文章内容认真地感知文章所再

现出来的具体情境， 形成“感

知———理 解———思 考———领

悟”这一思维过程，并把着力点

放在创设画面、感知情境、体味

意境上。 如在阅读初中语文中

《三峡》一文时，就要根据文中所

描写的三峡的景象， 去感知作

者为我们所展示的三峡的一幅

幅瑰丽奇特的画面， 去再现三

峡夏季“沿溯阻绝”、春冬之时

“清荣峻茂”、秋至时“林寒涧萧，

高猿长啸、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的不同景象， 并从寓情于景的

描写之中， 领悟作者蕴含其中

的情感，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

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2、利用好朗读，激发学生

的想象。 教学时，可借助于声情

并茂的朗读， 唤起学生内心的

想象，把课文中的人、事、景、物

变成可以看到、听到、闻到、触到

的客观世界中的种种事物，从

而丰富学生的表象积累。 如：王

维的《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这等雄浑、跌

宕的非凡气势， 仅从几个文字

上是很难领略其中的韵味的。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闭上眼睛，

遐想那浩瀚无垠的大漠： 一缕

孤烟从荒凉的沙漠里升起，蜿

蜒不屈的黄河滚滚东流， 夕阳

即将消逝在黄河的尽头……

3、利用“意义空白”，开启学

生的想象。 现代画家齐白石在

画“蛙声十里出山泉”时，用泉

水中的小蝌蚪来代表“十里蛙

声”，给赏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

象空间，这种技法称为“空白艺

术”， 如果应用到文学作品中，

就形成了作品的“意义空白”，

在语文教学中， 就可以利用这

些“意义空白”来开启学生的想

象。 如鲁迅的小说《故乡》结尾

用“路”来比喻希望的有无、揭

示小说的主旨， 留下了含义不

浅的“意义空白”，教师应当引

导学生通过想象“路”的形成离

不开人们的开辟、行走，认真领

悟作者的“弦外之音”，从而把

握住小说的主旨。

三、加强语言表达训练，训

练学生的想象力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 我们

常常发现， 语言表达能力强的

学生，其想象力就丰富；语言表

达能力差的学生， 其想象的描

述便枯燥乏味。 由此可见，在语

文教学中， 我们必须加强学生

的语言表达训练， 努力提高学

生的想象能力。

1、通过恰当的训练，丰富学

生的词汇。 在语文教学中，要有

针对性地进行积累词语的训

练， 让学生不断扩大自己的语

汇量。 在训练中，可以用成语接

龙、造句、词语连缀成段、仿写句

子等方法进行这方面的训练。

2、强化作文训练，提高学生

想象能力。 学生有了丰富的词

汇， 教师应不失时机的有计划

的安排好作文计划， 利用多种

作文形式， 通过作文训练进一

步巩固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 更深层次地训练学生的

想象能力。

四、丰富学生的生活阅历，

为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

朱熹在《观书有感》 中写

道：“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

头活水来。”要引导学生利用各

种机会走进大自然， 去观察山

川河流、去观察草木鱼虫；引导

他们接触社会， 去体验人间冷

暖、去感受世态炎凉；引导他们

在生活中捕捉形象、积累表象，

让学生为自己插上想象的翅

膀。

培养想象力是语文教学的

重要目标之一,培养想象力和语

文教学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学

生的想象力提高了， 也有助于

语文教学。

目前， 城市学前儿童英语学习热已

悄然火起来了， 有的家长把才两岁多一

点的幼子送到教授家进行英语家教。 学

前儿童是否该开始学习英语？ 家长应抱

怎样的期待值？ 选择培训机构时要注意

哪些方面的条件？ 就此谈点肤浅认识：

一、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的可行性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奥

运的成功举办， 外语学习热潮波及到了

学前儿童。 我国学前儿童英语教学起步

晚，其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学前儿童有

很多学习外语的有利条件：3 岁到 6 岁

是幼儿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在此阶段，孩

子具有很强的语音模仿能力， 能够很快

形成对某种语言刺激的敏感反应， 因而

学习语言的速度非常快。 学前儿童母语

知识少， 外语单词与它所代表的事物可

以直接发生联系， 有利于直接用外语思

维。 学前儿童学外语没有中小学生学外

语时的沉重心理负担， 敢于在集体面前

大胆地进行语言实践。最新研究表明，幼

儿在学外语的同时开发了相应的大脑功

能, 学习两种语言以上的儿童大脑在将

来比只会一种语言的儿童衰老得慢。 这

都从理论上对学前儿童学英语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因此，我的观点是学前儿童学

英语是可行的， 但前提是教育者和家长

要对其目的有明确的认识并为之创造一

定的条件，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关于学前儿童学英语的目的

有些家长是抱着把孩子培养成“精

英”的目的而让幼儿学英语；他们要求孩

子死记单词，死背句子，通过英语考级。

这些做法太过功利，既加重了幼儿的学习负担，又不利于孩

子的身心健康。 学前儿童学英语的目的和目标应是：注重启

蒙，以激发兴趣为主，培养纯正的语音、自然的语调及会听、

会说、会用日常生活用语，为小学、中学乃至终身的语言学

习创造良好的开端。

三、关于学前儿童英语教学的条件

家长和教育者必须要为孩子创造一定的条件， 才能保

证达到以上目标。

高水平的师资是学前儿童英语教育能否顺利有效开展

的关键。没有好师资还不如不学。家长在为孩子选择英语培

训机构时一定要选好老师。 好的幼儿英语教师是什么标准

呢？ 首先应该具有较高的英语素养，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口

语， 否则， 孩子们只能模仿到不规范的发音和不标准的语

调，以后要改就非常难了。 其次，教师要有较好的教学能力。

第三，教师经过专门的幼教培训，懂得一些幼儿生理和心理

知识。 要为孩子选择适当的教材。 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说：

学习最好的刺激是对所学教材的兴趣。 专为小孩设计的教

材重视语音基础和听说能力的培养； 教材的词汇必须控制

难度；教材应色彩鲜明，浅显易懂，生动活泼，适合学前儿童

的年龄层次和认知规律及心理发展水平。 市场上各种教材

种类繁多，各有各的优势，各有侧重，家长可以多方比较，选

择适合自己孩子的教材，“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坚持高频率原则， 尽可能为孩子营造近似母语的学习

环境。创造一个快乐、有趣的语言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同时，

《小学英语新课标》明确指出：小学英语教学应遵循课时安

排的高频率原则，每周不少于四次教学活动。 幼儿英语学习

也应如此。 这一点是英语教学中的难点。 为此，家长和教师

可以选择一些合适的录音带、光盘，英语教学节目等每天放

给孩子听和看， 给孩子制造语言环境， 增加语言接触的时

间。 多媒体和互联网也是很好的辅助工具，可以弥补教师的

不足。

学前儿童英语学习要坚持长期性。 孩子学英语立足的

是终身，这也是对家长耐心的一种考验。 那种“三天打渔，两

天晒网”的做法，不会产生效果，只会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

和大把的金钱，甚至影响孩子全面发展，得不偿失。

家长还要注意培训班是否实行小班教学， 幼儿英语班

学生人数以 20-25为宜。

四、关于学前儿童英语的教学方法及评价形式

任何年龄段，任何学科都强调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学前

儿童英语教学尤其如此， 应避免进入小学化， 成人化的模

式。 教师的教学要生活化，以口语为主，多使用实物、图片、

简笔画、玩具等辅助工具，使知识具体化；教师要根据儿童

爱玩，活泼好动的特点，采取猜谜、唱歌、游戏、表演等形式，

让孩子在玩中学，乐中学……

学习要有评价， 没有评价就看不到教的效果、 学的收

获。评价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同时家长和教师可以为孩子建

立英语学习成长档案， 把孩子每阶段学习的情况和感想记

下来，用录音机记录下孩子口语进步的过程。

604的室友们：大学三年已悄悄走过，留下了太多的不舍与怀念。 在这炎炎夏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小龚

12

教学

2009年 7月 15日 星期三

编辑：王明辉 版式：夏艳辉

电话：0731－84326408� � E-mail:kjxb0731-178@163.com

如何让政治课生动有趣起来

永兴县二中 何旭辉

思想政治课的设置是我国

学校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标

志， 是对中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的重要内容， 是中学德育工作

的主要途径。可以说，学政治可

以帮助人们明是非、辨方向、识

大体、顾大局，可很多人认为政

治课很枯燥、单调、呆板，能不

能使它生动有趣起来呢？

一、 为什么中学生对学习

思想政治课缺乏兴趣

中学生缺乏学习思想政治

课的兴趣， 与我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一

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 封建

残留思想较重， 人们参与政治

的热情不高。 二是由于长期实

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

制， 人们对政治往往感到莫名

的恐惧和神秘。 三是各种不良

思潮和社会现象让思想还不成

熟的学生难以适从。 四是教材

自身的滞后。 现在的中学政治

教育理论灌输多，实践性少，最

新理论创新成果少。 理论脱离

实践，教材内容陈旧、教学方法

呆板等导致了中学生对学习思

想政治课缺乏兴趣。

二、 如何让政治课生动有

趣起来

教书是一门艺术， 其实政

治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

只要我们政治教育工作者，认

真学习、深入研究、关心社会，

保持政治课的趣味性，时代性，

生动性， 很多鲜活的例子证明

思想政治课同样可生动有趣起

来。

（一）要帮助学生端正学习

目的和动机， 激发学生学习思

想政治课的兴趣。 目的是行为

人实践活动的起点的归宿，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 要提高学生

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 调动

其积极性， 就必须让学生端正

学习目的， 充分了解我国民主

法制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对

人们生活的影响， 唤起人们高

度的政治热情， 营造出青年学

生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氛围；

就必须改革思想政治课的教材

与教法，让它更生动活泼，更具

可读性、可信性、可操作性，更

贴近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

趣.

� �（二）教学要联系实际，扩

大学生视野。理论是灰色的，可

生活之树常青。 思想政治课一

旦与活生生的社会实际联系起

来，就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

形象可感，亲切可信，有趣实用

的学科， 课堂就自然会兴趣盎

然，学生就会自觉主动地学习。

思想政治课源于生活， 高于生

活，指导生活。这就要求教师应

该在一定的广度、 深度上去关

注社会新闻、热点、现象，在教

学中把新闻和政治课教学内

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经济生

活与政治原理结合起来，最好

能够关注不同立场的媒体对

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 这样分

析新闻和社会现象，既使学生

拓宽了视野，从广度深度上了

解了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又

学会了用政治原理进行评价

分析，从而加深了对所学知识

的理解。 把课文中的抽象概

念、观点和原理还原为具体生

动的现实生活， 扩大学生视

野，激发学生兴趣，这是思想

政治课的特点，也是优势。 如

联系税收体制改革讲述税收

的基本特征，借用电器、生猪、

鲜鱼等日常商品价格的变化

讲“价值规律”，组织学生观看

各级人民代表选举的电视新

闻去讲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既

生动具体，又贴近生活。

（三）改变教学方法，活跃

课堂气氛。“老师理论说教，学

生死记硬背”的传统“填鸭式”

教学，学生难免产生厌学情绪。

现代教育要求教师不仅要教给

学生以学习的方法， 帮助其理

解和记忆，减轻其学习负担，还

创新教学方法， 根据不同的教

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节节有新意，堂堂有收获，采用

热点新闻、漫画、提问、游戏等

方式， 以及举例说明法、 比较

法、图表法、归纳法与演绎法，

逻辑与历史等方法， 真正使学

生愿意学，善于学，学得好。 此

外， 还要引导学生参与社会调

查、编写时政专刊、参与人大选

举、聆听劳模报告等活动，帮助

他们了解国情、民情，明确自身

责任，提高参政、议政的自主意

识和能力， 减少对思想政治课

的神秘感、距离感。

（四） 教师要提高自身素

质，增强教学效果。打铁先要自

身硬。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居于

主导地位，学生出问题，责任在

教师。 政治课时代性、 政策性

强，知识更新快，政治教师比其

他学科教师更需要学习。 政治

教师的经济知识的更新和政治

敏锐性的增强迫在眉睫。 社会

是不断发展的， 人的认识不能

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政治教师

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 才能将

政治课讲深、讲透、讲活，才能

激发起学生的强烈学习兴趣，

增强学习效果。

总之， 使政治课堂教学生

动有趣的方法很多， 只要我们

不断转变观念，提高业务水平，

创设有利于思考的情境， 平时

留意观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从生活中获取新鲜的素材，一

定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使教学应用于实践又发展

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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