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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窦桂梅老师把自立、自觉作为自己的人生主题，用

激情点缀语文课堂，将真情灌注在一次次的主题教学中。

窦教师从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认

识课堂教学，对应建立了整合、积累、自省三种相互贯

通的关系。作为一门必读课程“语文”，它为学生的生命

铺垫基础，被纳入主题教育的语文课程更是帮助学生提

高自身的思想，实现自身的价值；笔者在研读窦老师倡

导的主题教学后，深知以“一篇带动多篇”的主题教学

较之前的单篇教学更具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于初中散文

教学模块来说，颇有借鉴意义。

一、窦桂梅主题教学内涵与特征

主题教学最初是以一种跨学科开放式的姿态登上学

术舞台的。它始于西方课程整合运动 [1]，窦桂梅老师曾

将主题教学定义为：“主题教学是从生命的层次，用动态

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认识课堂教学，从而构建真正属

于学生的课程。”[2] 主题绝对不是单纯的思想、内容、情

感等主题，它的核心是学生的成长，是从学生自身的发

展着手，真正落实到学生的主体性；主题教学的提出，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语文教育中出现的“少慢差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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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无论从语文价值的角度，还是为学生打好基础层

面，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主题教学是符合课程改革要求和语文学科特征的教

学方式。在窦桂梅老师执教的《秋天的怀念》《晏子使

楚》课例中，将“好好活儿”“尊严”作为主题，课堂每

个环节紧扣“主题”二词；通过窦老师的课堂教学，我

们领略到了窦老师语文主题教育的无限魅力。

（一）点缀诗意的语文主题

诗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对人、对生命的关注，这与

语文教育的要求相契合，语文本身的特点就注定了它诗

意的特性；诗意语文是一种极具个性色彩的语文，要求

尊重个体、发扬个性、丰富学生对文本的独特体验。诗

意语文，它不是知识的堆砌体，因为它不用概念和命题

说话，它是充满活力，能唤醒学生的生命本体意识。在

窦桂梅老师的语文主题教学中，其教学理念渗透着诗意

精神，关注了每个学生，课堂氛围充满了诗意般的魅力，

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窦桂梅老师的语文主题教育，是充满诗意

的园地；“课始激情情始生”在窦老师的课程教学中早已

焕发色彩，激情已经是窦式课堂的一个重要元素，它能

够带给人无限震撼，激发思维源泉。在教学片段中，借

助牌匾的解读，营造了轻松、欢悦的课堂气氛，同时也

成功地带领学生进入到本课的主题中，初步感受到晏子

的才智；窦桂梅老师在讲授《秋天的怀念》时用“好好

儿活”贯穿整个课堂，逐步讲解中对文章主题进行层层

阐释，点明史铁生对于自己母亲深深的怀念之情。

另一方面，语文生活气息蔓延于开篇的智慧讲解中。

窦老师在讲史铁生先生的同时也引入作品，这处点精之

笔直逼学生的思维取向，这种富有大智慧的语文课焕发

出温馨的文化芳香，浸染学生的心灵及精神世界；在讲

解《晏子使楚》课例中，选取多则与主题紧密相关的典

故，积极调动学生的兴趣，并在教学过程中采取诗意般

的语词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很好营造了诗意氛围。

（二）富含人文情怀的语文主题

所谓人文情怀是指人文主义情怀，人文主义既是一

种哲学理论，亦是一种世界观；人文情怀要以个人的兴

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以尊重、理解、沟通、

交流等和谐相处方式联系学生，表现对他们个体尊严的

维护。富含人文情怀的语文更是要求教师要“润物无

声”，给予学生人文关怀，以积极的心态、感性的情感去

影响他们。

语文学习，驻足心间的不单是文字表面的浮影，刻

印在心房的还有那语言文字背后折射的文学背景，以及

烙印于内心最鲜亮的文化底蕴。在《晏子使楚》课堂上

窦老师为学生营造了宽松自由民主的教学氛围，给予学

生足够的尊重，面对他们的课堂疑问，窦老师总是耐心

倾听并及时解答，尽情展现文本的人文情怀，同时在教

学时还将主题意识纳入课堂中。语文课本的人文情怀是

不能简单靠粗略的文字代替，需要教师采取富含文采般

的语言，巧妙的构思技巧，以及最关键的尊重心性来引

导学生；语文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我们应该站到文学背

后，走在文字前端，体会它深刻而丰富的魅力。

（三）渗透情趣的语文主题

在素质教育中，我们的语文课堂应渗透情趣，激发

学生的学习情趣，培养他们的探究乐趣，养成对母语的

学习热情；打造情趣的语文主题不仅能积极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亦能激发学生的思考，为学生营造充满语文

味的环境。

纵观《秋天的怀念》这一堂课，窦老师采用各种形

式的朗读加深学生对主题情感的把握，将本篇课文情感

渲染的淋漓尽致；也正是这样的方式给予学生感情的正

确引导。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视母爱为浮沉，

又或者未能真切感受过，只是处在浅薄的认知中；而窦

老师通过自己深情的诵读，使学生若有所思、读出思考，

最后用“好好活儿”把一篇教材与多篇阅读联系起来让

学生的精神得到充实，真正实现了语文教学目的：“为生

命奠基。”

二、当前初中语文教学中尚存问题

在初中语文课程教学中尤其对于散文教学板块，单

篇教学成为教师教学常态，古诗词单元教学亦是如此；

初中处在小学及高中衔接点，对于初中生来讲，这个跨

度是小学基础语文知识同文言新知识交汇融合的地方，

他们会呈现出语文知识积累少、课外阅读量不足、逻辑

思维不敏捷等现状；那么此时语文知识的讲解传授就起

着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在阅读了大量有关初中语文教学

方面的内容及借助行动研究法，发现目前初中生在语文

学习方面存在以下不足：

（一）学生知识储备量较低

初中生语文素养积累较少，特别对于初一的学生，

他们所处的阶段不仅为青春叛逆期，同时还会对学习产

生抵触心理，尤其对于语文教学，他们会认为很枯燥；

学生不仅课堂所获知识效率不高，同时课外阅读量也较

低。例如在执教《秋天的怀念》时，主题教学会以一篇

带动多篇来教学，这时便需要学生丰富的知识储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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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打造同类主题教学时，需要的就是学生从小累积

的知识储备量。

（二）学生学习兴趣不太高

主题教学中，课堂需要富有激情且具有生命力，这

就不仅要求教师要投以饱满的热情去准备课堂，同样学

生也需要紧跟教师的引导，带着学习兴趣去听；而真正

现实的课堂中很少有这样的老师能让自己的课堂活起来，

另外学生亦是难以充满兴趣听讲，这样一堂课下来，学

生、教师、课堂自然都失去了真正的语文意义。

（三）教师主题解读意识欠缺

初中语文教师在建构主题教学时理应充分考虑学生

实际情况，不但要准确把握初中尤其初一学生的心理特

征，另外在进行主题教学设计时，对课本的主题解读更

是尤为重要；可纵观教师实践教学时不难发现他们对课

文主题的认识还匮乏，极少能做到像窦老师那样能一语

点破主题的存在。

总的来说，初中语文教学还存在较多的问题，面对

此现状，需要的不仅是教师、学生单方面的努力，而更

多的是教育主体联合的协作，语文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

的语文主题意识、提升教学能力，学生也应加强阅读，

开拓自己的语文视野。

三、窦桂梅主题教学对初中语文教学的启示

争对窦桂梅主题教学在初中语文中的运用，对于如

何将初中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整合为一体，

这是该篇论文目前努力追求的目标 [5]。在初中语文课堂

里，我们的教学不仅要立足于教材，更要超越教材；另

外，要让学生不但能走进文本，同时亦能走出文本，这

便是主题教育最本质的目标指向。

（一）紧扣主题确定教学内容

教师在进行主题教学时，首先要将所教内容选择、

确定好，接下来依据教材本身精准定位，分析提炼其核

心主旨，这个过程也就是主题教学锤炼成型的阶段；同

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量，参照主体确立好

一个共同的“主题”，建构出适合学生的学习空间，并使

其统领于同一个类属下。如教学《秋天的怀念》时，将

教学主题由“母爱”直接升华到“好好活儿”，紧接着进

一步由相同主题建构同类型题材的多篇阅读，从而加深

对文章主题的认识，增进学生对母亲情感的认识。

在整合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筹。学

生能将碎片化的知识内容集结成主题，使得个性与共性

契合，在阅读同一主题或发散主题下的系列话题中获取

多方面的信息并得到情感的熏陶；例如在执教“落叶”

这一主题时，窦老师整合了多篇文章进行精准细致的分

析，然后通过不同课程形式对“落叶”进行解构，紧紧

围绕落叶的形态展开对这一主题内容的归纳总结。

（二）通过朗读彰显“语文味”

语文教学最为缺乏的便是“语文味”，对于“文质兼

美”的文章，如若教师的教学极为平淡，尽管拿到再优

秀的文本毅然惨烈；而当我们看到教师饱含真情的朗读、

诵读、领读等课堂的呈现，那主题教学自是增添了不少

色彩，增进了浓烈的“语文味”。我们的主题教学对语言

文字的品味和涵咏能积极契合，积极带动“本色语文”

的演练，例如在《秋天的怀念》一课的教学过程中，窦

老师始终以朗读来带领学生学习课文，采用富含生命力

的诵读法积极为学生营造一片舒适天地。

（三）挖掘主题教学内容

站得有多高，看得就有多远。就主题教学而言，其

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借鉴，融入到新的教学中，在诗词方

面主题的采纳既可以从同一题材去解读诗词，也可以根据

相同意向或者同一作者入手来赏析诗词 [6]；按照主题内容

为诗词开辟更新的路径，寻找共性及个性的差异，领略别

具一格的诗歌风采，从而有效地提高古诗词教学效率。

现目前的语文教学，大多数教师对“主题单元”缺

乏一定的认识，仍然按照旧例进行教学，学生也只能古

板地学习，这种中规中矩的教学模式无外乎是我们常说

的“穿新鞋，走旧路”，是值得反思，需要引起当代教师

的思考的。学生的知识面、阅读面、视野领域在无休止

地拓展，那么，真正的课堂理应是从多个视觉出发，尊

重学生个体经验，以“一篇带动多篇”进行主题式教学；

既要着眼于当前文本，深入挖掘最具经典的篇目，又要

紧紧围绕它拓宽到其他类似主题下的课本，采用有效策

略、方法为学生建构知识内容，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开阔更高的视野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最终引领他们

建立富有人格魅力的认知。

（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注重学生个体体验

主题教学质量目标的确定及五大内容的组成为语文

教学提供准确方向。王荣生教授曾指出好的口才是目前

所有阶段学生的一个软肋，每当老师提问或是进行其他

形式的交谈时，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内心的想法，在主

题教学建构当中格外注意这一点，只有当学生的思维发

散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才会提高，对文本主旨内容才会

获得体会。

窦桂梅的课堂始终以学生为主体，紧紧关注学生的

终身可持续发展；窦老师根据教学现有状态不断调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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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的教学变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面对自己感兴趣的

话题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窦老师充分给足了学生自

由学习空间，采用主题式的语言给予初中生无限的自信

力，她的整个课堂总是会那么丰富多彩，充满温度。

（五）引导学生全面参与主题活动

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进行主题阅读、

讲读及写作，这是主题教学行动策略研究的主要路径。

落实规划永远比口头计划重要，一切关键在于行动实践，

每位教师在分析了学生的特长后，依托此规划进行课例

打磨，坚决捍卫学生的权力，来推动主题教学的发展。

窦老师在带领学生走向“成志教育”的道路上，越发感

觉主题教学的思想方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

作为人民教师的我们理应借鉴主题教学模式，带领学生

建构属于自己独有的思想境界，不断超越自我，提升个

人素质能力。

主题阅读、讲读、写作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对主题教

学的探索，通过主题提问法，以主题意识引领学生感悟

文章情感，领悟课文主旨；未来的语文主题教学也不应

单单停留目前的层级，教师需要不断磨砺增进自己的知

识底蕴，只有当执教者具备了一定实力后，在他们细心

呵护下的学童才可日益茁壮成长，获取喜悦的心理。

四、结语

语文课要走向深沉，拒绝浅薄；语文主题教育要励

志迈向新征程，拒绝粗浅的“主题”。《秋天的怀念》课

例成功引导学生体悟到“好好活儿”的智慧，真真切切

感受到生命的主题价值，除了积累的语文常识，学生思

维的广度，成长下生命的多姿、多态也是满富韵味；通

过观摩、了解，深知窦桂梅老师主题教学中，语文主题

教育颇具“语文味”，是真正做到“为学生生命立基”的

典例 [8]；能让学生自由徜徉于主题教学的怀抱中，健康

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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