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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它犹如一弯溪水潺潺流过，带给你丝丝的惬意；有时
它犹如一片落叶轻柔飘落，带给你淡淡的伤感；也有时犹如奔腾
的江河，在你心中激起阵阵波澜……?无论是聆听名家大师的课，
还是走进他们经典的教学论著，每每总会有不一样收获，不一样
的感受。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被大师们深深地折服，似乎
觉得自己顿悟到了什么，但说不出来。看他们的课轻松自然，达
观的胸怀、恬淡的气质凸显了大家的风范。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课，
似乎自己平日做的只不过是在哄孩子罢了。但等自己再回到现实
中，苦苦追求，想在自己的课堂上体验那种大师级课的感受时，往
往都倍受打击，最后都不了了之。虽然总是失败，但我依旧喜欢
去追求那种美的感受。所以格外珍惜与名师交流的各种机会。

那次偶然的时机，让我走近了支育恒，他是一位慈祥的老
人，面庞亲切和蔼，他的课堂上流淌着一种天然淳朴的自然气息，
丝毫无一点雕琢之迹，情到之处也不乏阵阵的激情澎湃。在场的
所有学生和老师均被他的课深深地吸引了。回顾支老师那天的报
告《阅读课教什么》，经过一系列大量支老师亲授课例的构思与讲
解，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课要上“简单”。我以前接触过美术，
在我理解,这个“简单”如果用于中国画中就是写意画中的大笔泼
墨，小处勾勒。语文阅读教学中，我们就应该采用这种方法，从
大处着笔，立足于全文，把握整体，寻找作者浓笔重彩之处，然
后审视全文，关注细节，寻求隐藏在文本后的点睛之笔。在语文
课堂提升孩子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素养。下面我就先来谈谈自己关
于这方面的几点理论感悟和实践的感受。

1 　把握整体，关注细节。
语文教学中我们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规律，选

择整体把握的教学策略。人亦如此，文亦如此，每一篇文章都是
融知识、思维、情感、审美等多方面教育效益的综合体，是作者
人生观、审美观的外现。只有老师正确地把握好了文章的真正内
涵，吃透了教材，才能选择正确有效的教学方法。所以我这里的
整体把握主要是从教师的备课来谈。

现在有的教师，上课前不认真阅读最基本的教材——课本，
一上课就直接拿出教案书照搬，要不就是自己的老一套教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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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管什么课文都机械地分为第一遍读，画出不认识的字，
借助拼音或字典把音读正确；第二遍读，画出不理解的词语和句
子，联系上下文理解或讨论；第三遍读，边读边想：读了课文，你
知道了什么？丝毫不考虑学生的学习思维方式的差异，文本的差
异，只顾着自己上完课就了之。还有的老师自己的确是很认真地
去研读课文，但他却不去整体把握文章，而是喜欢逐字逐句地分
析课文，在每个段落都标出重点语句，以便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理
解诵读，可是老师们你们想过没有，这样脱离内容情景的词句、语
段对学生来说还会有多大魅力？你不觉得这样的教法很累吗？

据支老师介绍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一所学校的校长请他去学
校指导，他听了这所学校一位年轻教师的公开课《曼谷的小象》，
这节课听完后，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是一节问答课，好像整个课
堂上老师的任务就是提问，学生的任务就是回答，搞得老师教得
很累，学生也学得很累。当评课时，支老师就只说了一句话：“明
天我上同一课，你来听课，就在你们班。”当天支老师只要了这位
年轻老师的课本，其他什么也不要。晚上，支老师打开课文只读
了一遍，便把书合上躺在床上想：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作者想
表达的是什么？文章哪个环节作者用的笔墨最多，给自己留下的
印象最深刻。文章好像写的是阿玲和小象帮人拉汽车，洗汽车的
事，作者是想赞美阿玲的心灵美吧，好像写拉车，洗车用的笔墨
比较多。想明白了，然后再起来读第二遍，根据读的去印证想的，
想想自己到底把握的对不对。等支老师第二次读课文时，他发现
文章从头到尾都提到了曼谷的雾，于是他产生了疑问，作者为什
么要多次地去渲染描写曼谷的雾呢？带着问题支老师开始了第三
次的研读。这次他可是逐字逐句地去读，关注的是文章的细节。体
会曼谷的晨雾，姑娘阿玲的外形，文章中描写色彩的词句等。经
过一系列的综合思考，支老师确定了作者真正的立意：就是美，曼
谷的美，心灵的美。等教材吃透了，教法也就来了，整个教学过
程就从“寻找美——欣赏美——感受美”这样一条大的思路展开。

我们知道支老师确定了《曼谷的小象》一课的文眼是一个
“美”字。在他带领学生把文章的故事情节搞清楚后，他提出了：
你们所说的只是这个故事的表面，这故事背后还藏着东西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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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故事后面藏着的东西，得依靠想象。接下来他说了一段
话，让学生一边听，一边想象。他用轻柔徐缓地，极富描述
性和追忆性地说：

绿油油的禾田，绿油油的草地，草地上点缀着淡淡的紫色
的野花。天上飘着彩色的雾，橘红色的、金色的、紫微微的。
一个妇女，穿着绣花上衣，白底红花的裙子，微微一笑，满
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小象身上的铜铃那么悠扬悦耳。阿玲和小
象帮人拉汽车、洗汽车；人家谢她，她又是微微一笑，走了，
走进了彩色的雾中。

细读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支老师是把全文中的一些细
节集中到了一起，让学生感受，如禾苗、草地、雾的颜色变
化、阿玲的外貌服饰、小象身上的铜铃等，学生很容易就理解
了课文，感受到了文章中的美。

结果可想而知，这节课后那位年轻教师听得是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语文课居然可以上得如此轻松，如此精彩。只有从整
体出发去解读文章，把细节同整体联系起来，从整体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从上下文的联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才能够正
确的、全面的、深层次的理解课文。这就是整体把握，关注
细节。只有每一篇课文你都这样地用心去研读了，用心去思考
了，你的课才能越上越精彩！

2　充分诵读，提升素养
谈到这点，大家可能会说：读，谁不会呀，不就是课堂

上让学生多读几遍课文吗？我们每节课都是这样做的呀！是的，
在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每位老师都知道语文课上读的重要性。
这点我就不用再强调了。但关键是如何才能让我们的读书读得有
价值，有意义呢？

散文大师朱自清说过：诵读的意义是在于把写在纸上的语言
变成活的语气。只有让学生沉浸在作品之中，忘情地读，美美
地读，读出语感和情趣，读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理解，读出自
己的兴趣和能力，才能达到朱熹所说的“得他滋味”，也只有
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把握文章的灵魂和意蕴，从而提升学生的
审美情趣和语文素养。

朗读教学，是支育恒老师的一个教学长项。在很多的教学
过程中，支老师不厌其烦的引领着学生们读书。尤其是老师的范
读为整个文本奠定下了明朗的情感基调，这是支老师的高明之处。
而且支老师在指导学生读书技巧的时候，采用了不被学生感觉到
的指导策略，巧妙评价，给学生指定了一个明确的努力目标和努
力途径，那就是巧抓重点字词句理解文本。只有这样的指导才能
很好的帮助学生把握住语句中的重点，提高学生的感悟能力。

支老师在指导学生感悟曼谷景色美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在
曼谷近郊，绿油油的禾田和点缀着淡紫色野花的草地，一直延伸
到海边。这句话的意境很美，但读出美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支
老师是这样指导的，他第一次指导学生:你这“延伸”只能延伸五
里，能延伸到十里吗？学生试读，效果不佳。他又说：大家想一
想，绿油油的禾田和点缀着野花的草地，你喜欢这么小一片的
呢？还是一望无际的一大片？（生答：大片的）那你能把这么美
的景色读到二十里，让它延伸到海边吗？他打着拍子指挥，让学
生看他的手一起读，还不时地提醒学生要特别注意“一直延伸到
海边”这句话。然后问学生：我们从五里读到十里，又读到二十
里，五十里，这正是这句话中的哪个词语呢？这时学生就从读中
不仅很自然地理解了“延伸”这个词，而且感受到了文章所描绘
的意境美。那么相信以后遇见类似的语句，学生自身就自然地产
生了语感，知道该怎样读好了。

3 　走近大师，实践感悟，教自己的课
以上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走近支育恒老师，从他身上获得的

一些感悟。回来之后，我对这种教学方法非常地感兴趣，一直

在教学中进行实践和探究。以下是我在教学实践后自认为比较成
功的课例，拿来与大家交流。

原人教版三年级下册《可贵的沉默》一文经我们整体把握
后，发现本文有一根无形的情感主线，那就是“热闹——沉默—
—热闹”。然后再从文本入手，细细地品读不同情绪下的文字，发
现第一阶段的热闹是孩子在感受自己过生日时父母给予自己爱时
的兴奋，第二阶段的沉默是孩子在足足一分钟的沉默中学会了爱。
第三阶段的热闹是孩子在想办法回报父母的爱。所以全文是以孩
子的情绪变化为主线，围绕“爱”这个字眼来写的，那么全文的
设计就可以简化为：通过对比朗读的方式，来感悟孩子的情绪变
化，从中寻找爱。就这样篇幅很长，内容较深的一篇课文就很轻
松地教完了，同时也在孩子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

《她是我的朋友》一文，读完课题，我就向学生抛出了问
题：这个课题你理解了吗？你认为这个课题好不好？通过这两个
问题便可将全文统领起来。第一个问题，就检查了学生对文章
内容的掌握，如学生谈到了“她”是受伤的小姑娘，“我”
是无偿输血给她的阮恒。这个课题起的好，因为当时阮恒很怕
输血，而这句话是一直支持阮恒坚持给小姑娘输血的唯一信念，
它还体现了阮恒的善良和纯真等。但学生谈到很怕输血时，就
指导大家一起用朗读感受阮恒输血时的情绪变化。

教学部编版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 2 课《花的学校》时，
这是一篇泰戈尔写的特别难理解的散文诗，但同时内容又贴近孩子
的生活，所以只要突破了语言上的难点，与孩子的生活建立了联
系，孩子们理解课文内容就顺理成章了。初读完课文，我发现“花
的学校”其实就是作者基于自己的学习生活经验在想象花儿的世
界，通过展现花儿的生长过程，表达作者对大自然和生活十分热爱
的思想感情。由此看来，理解“想象”才是突破本文的难点。再次
品读，我与整个单元的内容做了前后的对比，发现都是在写校园生
活，第一篇《大青树下的小学》是描述民族学校的生活，属于实写，
第二篇《花的学校》是想象花儿的世界，是虚写。在学习完第一课
的基础上，我是不是可以进行对比呢？《花的学校》这篇文章就可
以用“本课与第一课大青树下的小学，同是学校，它们之间有什么
不同呢？”这个问题来导入，引发孩子的思考，立刻将重点锁定在
想象上。孩子就会发现，大青树下的学校是真实存在的，而花儿的
学校是作者想象中的，是虚构的。接下来，一个问题便可将课文化
难为易，“那作者是看到了什么，而想到了什么呢？”果然，上课
时教室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说：“作者看到突然跑出来的花
儿，想象他们像我们一样早上从家里突然聚集到学校来上学的情
景。”有的说：“我们在学校里学习，花儿在它们的学校也要学习，
我们上课要坐姿端正，它们平时也要保持端正漂亮的姿态，不是任
何时候都可以随便摆动的。”还有的说：“花儿学校也有假期，跟我
们一样，一放假我们就撒了欢儿，花儿一放假就欢欣鼓舞，我们都
会跑出学校，都会回家找妈妈。”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孩子自然将
花儿的校园生活和自己的校园生活建立了连接，不用再讲什么，孩
子早已心领神会。最后，带领孩子进行有感情朗读，将自己最喜欢
的段落读给大家听。整体把握，关注细节，充分诵读，一篇隐晦难
懂的散文诗，就这样在孩子们的一言一语中理解消化了[2]。

参考文献:
[1]秦芬.贴近生活 感悟语文——小学语文教学的生活化思

考[J].小学生：多元智能大王,2021(1):1.
[2]宁德书,吝秋梅.创新小学语文教学,感悟语文魅力[J].今

天,2020.
作者简介：
唐沙沙（1984.9-），女，汉族，陕西周至人，灞桥区西安

高新第一小学麓湾分校，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
方向：小学语文。


	教育教学  22年10期清样 （印刷版）_127.pdf
	教育教学  22年10期清样 （印刷版）_12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