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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有效课堂，建设情感乐园
金铨鑫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实验小学，吉林 白山 135200）

每天走进班级，看着孩子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的心情总是

激动万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提升自身素养，是我所终生追

求的。今天，我针对自己的课堂谈一谈几点不成熟的小意见。

一、平等课堂，尊重个性

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以人为本”，

我原以为这没什么深奥的学问。有一本书中的一句话深深地震撼

了我——“生命不能被保证！”是啊，我们很难说学生将来会怎

么样，因为将来的路也照样是充满了“生成”，充满了不确定。

没有人会知道在我们的教室里会不会出现科学家，文学家、奥运

冠军，甚至是总理。任何一个孩子，都会成就一个精彩的人生。

在适合的成长土壤中，一切皆有可能。

每一个生命都有权利、有能力辉煌壮丽。人和动物的本质区

别不在于物种的不同，而在于人有情感，人有个性，人有发展。

所以面对成长中的孩子，我们有什么理由总要摆出一副先知先觉

的样子，给学业暂时落后或一时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孩子扣上“差

生”的帽子，将他们一棒子打死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以人为本，

把孩子当成大写的、平等的人，用变化、发展、进步的眼光去看

待他们，给他们尊重、自信，给他们关爱、鼓励，善待他们、造

就他们呢？

相信每个孩子的未来都无限精彩，教育就成功了一半。带着

这样的理念走进课堂，才会欣赏学生，才会用真挚的情感去鼓励

每一个个性迥然不同的孩子，才会用无私的师爱期待每个孩子的

进步，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实现才真正有了发展的土壤。

二、多彩课堂，滋养个性

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观念的转变仅仅是基础，更重

要的是选择适合的教学策略。我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的学

生是否喜欢我的教学方式？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学到了什么？

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能够形成什么样的观念？我的学生通过我

的教学，长大之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经过这样的思考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音乐课

堂形式应该是多变的，时而是华丽的舞台表演，时而是解读音乐

人的内心独白；有时是大家自由畅谈音乐的感悟，有时是默默聆

听一段动人的旋律。所以在每一次备课中，我都在想，学生在这

节课里会学到什么，如果我是学生，我又会关心什么。如果只是

让学生学会了几首歌曲，那我不就是一部点唱机而已。我需要教

会学生什么，他们才会受益呢？我想，学习音乐莫不如感受音乐，

我们可以没有亮丽的嗓音，但我们能够体会到歌曲的意境；我们

不可能听遍各种各样的优秀音乐作品，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里

充满了爱的旋律；我们也许连基本的乐理知识也不明白，但我们

要明白幸福的节拍就在我们的脚下，每一步都是那么的轻松自如。

现在，在我的音乐课上，我会关注学生是否了解音乐的重要

性。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音乐无处不在，音乐是我们生存中不

可或缺的产物。当我们高兴、悲伤、平静、愤怒的时候，音乐可

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救赎；当我们需要思考、创作、追求的时候，

音乐可以让我们插上梦想的翅膀；当我们需要丰富多彩的生活时，

音乐会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奇迹。我不能保证我的学生能够

学会很多的音乐知识，但我可以做到让孩子喜欢音乐，让音乐滋

养学生的情感世界，将是我以后教学的主要任务，也是我情感教

育的核心任务。

三、幸福课堂，发展个性

很多人一定都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纳粹幸存者当校长之

后给老师的一封信，看过之后不能不令我们去反思自己的教育行

为，我们是否关注了学生人性的发展？我们成绩的得来是否是以

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我们的教学真的是在帮助学生吗？

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位教育者，我们要经常对自己提出上述的问题，

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才会真正地理解新课

改中为什么提出三维目标教学，才会真心地理解“教学永远具有

教育性”这句话的内涵。

作为音乐教师，我们的音乐课应该是随着学生的情绪而变化

的。如果孩子很疲惫，我需要带给孩子轻松的欣赏课；如果学生

很兴奋，我会和孩子在音乐中一起“疯掉”。我们不应该是为了

完成教学而教学，而是为了孩子能够在音乐课上得到幸福而教学。

我给自己的教学设定了一个目标，要用音乐帮助孩子审视自己的

内心，要让学生了解到世界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但他们都可以在

自己的领域里快乐。不能快乐歌唱的童年，谈不上幸福。如果我

们的教育不能够给学生的内心带来触动，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促

使学生发生积极向上的改变，那我们的教育就是失败的。让我们

的孩子在音乐课堂上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学习的幸福、被尊重的

幸福、自由成长的幸福，我——能做到！

四、生命课堂，放飞个性

希望得到老师的夸奖和鼓励是每个孩子的愿望。老师的微笑

和赞赏就像温暖的阳光，促使学生不断成长，享受幸福，感受生

命的美好。在批评、指责和辱骂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感受不到人与

人之间的温暖，就会滋生出反抗、叛逆、仇视一切的畸形心理。

最典型的便是 “希特勒带来的警示和反思”这个例子，我们可以

看到童年的经历、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是学生一生都磨灭不掉的。

我们也要常常做这样的回顾：教过的学生是否心中有爱，是

否乐于帮助别人，是否有担当的能力，是否学会了尊重他人。这

些都是需要我们在落实情感目标的过程中要时刻给予关注的，因

此，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其实就是生命教育的过程。

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思考和反思：我是在教育一个人，面

对这个需要教育、需要培养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想，我

们能做的，就是平等和善地对待每一位孩子，真心诚意地关爱

每一位孩子，满怀信心地期待每一位孩子，充满激情地鼓励每

一位孩子，竭尽全力地扶持每一位孩子。教学的过程，就是我

与孩子情感交流的过程，是我与孩子生命共同成长的过程，是

我和孩子一起享受幸福的过程，有效的课堂，一定就是这样情

感飞扬的地方。我会继续学习，凭着教师的良知和责任感，不

断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真正为孩子

一生的幸福成长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