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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点情趣，添点课堂高效的催化剂
孙　娟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苏州 215131）

摘要：现在的语文课堂多是死气沉沉，板着一张生硬的面孔，

难得看见几节有情趣的课，本文分析了课堂情趣缺少的原因，并

建议从四个方面增加语文课堂的情趣，从而为课堂注入一剂“催

化剂”，让课堂变得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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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情趣”主要指文学情趣，是我们在文学欣赏，

创作作品时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同时有一种幽默感。它体现出

一个人对生活的追求，是“阳春白雪”式的欣赏。情趣为何在中

学课堂上缺少，我想有如下的原因：

一是教师本身缺乏情趣。教师的职业压力很大，虽说不是纯

体力劳动，但是一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有的人很早就有了职

业倦怠，对工作没有激情，就课文讲课文，课堂不想也不愿添加

进情趣。还有的工作紧张，一有空闲就想着休息娱乐，不去培养

自己的情趣。

二是提倡所谓的高效课堂，对情趣也是一种伤害。这种“高

效课堂”讲究“干挖”，一般是直接出示目标，然后固定几个教

学环节，少讲多练，和教学内容无关的话都被视为“废话”而严

加控制，这种做法如果是对数学等理科，我们倒可以理解，语文

不仅仅是工具性，更重要的是人文性。人文性就包括情趣一项。

三是教师不会应用情趣。我们发现有本领的教师能够抓住课

堂上的师生对话甚至突发事件来给课堂增添情趣，而大部分老师

对课堂的要求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课堂可不要什么纰漏。

于是教师像灭火队员一样发现课堂上有什么“不和谐”的火苗，

就抓紧“浇灭”，这样的课堂就像一个闷闷的铁桶一样，死气沉沉，

何来的情趣。

如何让课堂富有情趣，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教师要广泛涉猎，为添加课堂情趣打好知识基础

在基层从事教研工作，听过的语文课不少，有的课上的不可

谓不好，知识能力等等目标都达成了，可不知怎的，总感觉这些

课和一些名师的课相比缺少了点什么，到底缺少什么呢，仔细想

想好像不在知识传授方面，而是情感，或者再进一步说，是情趣，

课好像就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情趣，而缺少情趣的语文课，难

以让人叫好。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因

此语文教师需要广泛地涉猎各种知识，这对完成教学任务非常有

帮助。我们看下面一个教学案例。

语文课上，一个男孩自称是“寡人”，洋洋得意，到处炫耀。

老师问他为什么这样称呼自己，他回答是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自

己是个孤寡老人，简称“寡人”。其他的同学都嘲笑他，小男孩

很难为情。老师耐心地讲解“寡人”的真正意思，并且调侃道，

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寡人”了，同学们都心服口服。

老师智慧的处理方式离不开平时文学素养的积淀。和语文相

关的知识还有很多，如教学生识字有很多技巧，有一位教师告诉

学生如何区别“未末”两个字时说：“大树的枝叶是长在末端的，

所以‘末’的第一笔是长横。”学生很快记住了这两个字。还有

的时候老师变成顺口溜，学生易于理解掌握。这些教法形象生动，

增加了教学的情趣。

语文教师要做一个杂家，除了研读自己的专业期刊，像社会、

经济、科技、军事，甚至是健身养生等知识也要涉猎，还有一点

我觉得有必要单独说，那就是流行时尚。我发现学生总是喜欢一

些年轻老师上课，而看到了年龄大的老师，往往皱起眉头，为什么？

学生觉得年轻人和自己的志趣更相近，容易相处，而觉得年龄大

的老师思想保守。其实年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老师要对孩子

感兴趣的东西多一些关注，多了解孩子的心，这样可以和他们更

好地沟通，让自己的课堂多些情趣。

二、在生活中培养高雅情趣，为添加课堂情趣打好实践基础

教学是一项脑力劳动，也是一项体力劳动。课堂是教师的舞台，

教师需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因此一些外在的东西也

显得尤为重要，多才多艺的语文教师总是能够博得学生的喜爱，

也让课堂充满情趣。

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等技艺，看起来似乎和教学不沾边，但是

教师如果能够知悉甚至掌握一些，会让自己更有魅力，让课堂多

些情趣。例如舞蹈，练习舞蹈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形体美，但是当

你练好了舞蹈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上课的站姿更好看，动作更

优雅，身势语更丰富，其他的技艺也都可以在某些方面给语文教

学带来益处。

和蔼可亲的身势语是一个教师的必备素质。教学要想成功，

需要师生共同参与，这就要求教师要放下身段，和学生打成一片。

教师运用恰当的身势语，可以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优秀的语

文教师，或者有和蔼的目光，或者有形象的手势，甚至是惟妙惟

肖模仿能力，都能让教学的效果事半功倍，给课堂留下一缕缕值

得回味的情思。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的梁启超先生，“记不起下

文，他便用手敲打他的秃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掩面、顿足、

狂笑、太息”，这样的老师，感情相当投入，语言动作并重，就

如同忘我的表演，这样的语文课，何来没有情趣，学生聚精会神，

所学内容印象深刻，何愁不能成为高效的语文课。每届的语文报

杯教学竞赛活动，笔者几乎都要参加，除了能聆听到好课之外，

从名家身上学到一些看似“旁门左道”的东西也让我受益匪浅，

例如有一年一位教师上《七律 登高》，模仿猴子的叫声、鸟的飞态、

熊的走姿无不惟妙惟肖，让人惊叹侧目，为之叫绝，这样的课堂

绝对是情趣爆棚。

三、机智处理教学中的意外事件，抓住课堂情趣产生的导火

线

课堂教学不会沿着教师预定的轨道一直行进下去，其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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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很正常，有的教师可能会讨厌这个，但聪明的教师却能抓住

这些意外，并机智地进行转化，让本来沉闷的课堂一下子变得生

机勃勃，大放异彩，大家从中看到了教师不仅仅是一个“传到授

业解惑”的夫子，而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人，学生

学习的兴味盎然，课堂荡漾着浓浓的人情味，情趣也便自然产生。

教学《醉翁亭记》的过程中，有学生说：“老师，滁州的醉

翁亭我去过，就是一个破亭子，一点都不好看，没有欧阳修写的

那么美。”我想起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当时我也一时语塞，无

法回答学生这个问题。

三年后，我又教到这篇课文，又有学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突然想到了启发教学，来反问一下：“醉翁亭老师没有去过，

不知道是不是这位同学的所说的这样，今天我们暂且就把醉翁亭

看成是这样，想想这样简单的一个亭子为什么就激发了大家的兴

趣，千百年来吸引了这么多人，我们今天就走近这个亭子，看看

这个亭子的特别之处。” 

学生的不同见解老师没有贸然否定，而是抛砖引玉，把问题

还给学生，学生说话的欲望顿时被调动起来，思路也被打开了，

之后，不仅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这个原本上课有点沉闷

的班级变得活跃起来，学生也开始愿意在课堂上畅所欲言，课堂

的插曲成就了课堂的精彩。

在教学杜甫的诗歌时，我让一个学生介绍杜甫的生平，学生

介绍完以后，肯定了这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没想到他的同桌接

着说了一句：确实有名，网上都是杜甫好忙。这位学生说的没错，

现代人出于娱乐的目的炮制了杜甫唱歌、开车、上网等子虚乌有

的事情，那么怎么办？我顺势一引：“这篇文章中的杜甫也很忙，

他为什么而忙，他忙的目的是什么，从中我们看出他是一个怎样

的人？”这节课我就以忙为线索，让学生深入理解了杜甫的生活

状态和思想感情。

在课堂上为学生创设趣味情境能够拉近学生与课堂之间的距

离，这种情况下也能缩短学生融入课堂的时间。俗话说，文似看

山不喜平，课堂也是这样，课堂上的意外让波平如镜的课堂偶生

一些波澜，教师如能恰当地处理，让课堂变得丰富多彩，课堂的

情趣也会陡增不少。

四、运用幽默手段，让课堂充满浓浓生活气息

我们看《出师表》的一个教学片断。

师：诸葛亮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他一向未雨绸缪，懂得神

机妙算。在出兵之际，其将身心全部放到后主刘禅身上。对于后主，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其提意见。让我们回归课文，思考诸葛亮提

了几条建议？表达了他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生：他劝解刘禅要多听取大臣的意见，弘扬先帝的遗德。

生：要陟罚臧否，不存私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生：要学习先帝身上的良好品格，亲贤臣，远小人。

师：同学们，你们对课文解析得很到位。大家能否再细致地

总结下全文呢？

生：全文主要概括了三个重要内容，第一点，开张圣听；第二点，

赏罚分明·第三点，亲贤远佞。

师：这位同学总结的很到位，能够看出来其在学习方面下了

很多功夫。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诸葛亮的哪个建议最为中肯？

（生抓耳挠腮，师生笑。）

师：先请领导坐下来和群众一同讨论讨论，可以听听群众的

意见嘛！

教师貌似恭维的一番话既夸奖了学生，又委婉地给学生提出

了意见，如唠家常的语言显出了教师幽默的素质，课堂中恰当地

运用幽默手段，确实可以增色不少，著名特级教师程少堂老师对

此特别推崇，他甚至认为教师备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备幽默”，

即要在某教学环节种恰当地增添幽默的元素，为此他还总结了几

种幽默的方法。

1. 教师的自我解嘲。如对自己外貌的调侃等。

2. 假装糊涂。如：啊！那你比我聪明，我以为郭沫若是个女

的呢。

3. 一语双关。如某生：文中有句话，丈夫和妻子分手的时候说：

“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我们觉得很搞笑。师：

有什么好笑的？生：男人都走了，女人还怎么生产？师：这个学

生有点调皮哟！

4. 逆向演绎，造成反差：丈夫要上前线，妻子舍不得的这句话，

我这么改好不好？ 女人说（撒娇地）：“不嘛，你不要走嘛！”

5. 触及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这些幽默手段的运用，让课堂上欢声笑语不断，课堂弥漫着

浓浓的欢快气氛，课堂的情趣也就不言而喻了。情趣对课堂的作

用到底怎样，我将其比作课堂高效的催化剂。我们一天到晚讲高

效课堂，高效课堂，无非是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掌握更多的知识、

发展更多的能力、获得更多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熏陶，而要获得这

样的目标，光靠死气沉沉、板着一张僵硬面孔的课堂的是无法实

现的，课堂富有情趣，可以营造良好的生态，释放师生的潜能，

自然可以提升教学效率。

五、结语

构建主义认为，知识的学习具有自主性，要想提高学生接受

知识的效率，就必须为学生创设有助于其吸收知识的渠道，通过

这种方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从这一角度来看，为学生

创设符合教学主题的情境尤为重要，能够助力学生良好道德品格

的培养，也能给课堂增添些许情趣。可以说，情趣相当于在冶炼

金属的过程中添加了必要的催化剂，利于形成一个民主、宽松、

和谐的情境，课堂的效率也会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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