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60 

教学实践 

融合课堂内外，培养学生情感 
──例谈革命题材文章的教学 

◆李  艳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第一实验小学） 

 
摘要：革命传统题材的课文是引领学生成长的阶梯。我们要构建文道统
一的语文课堂，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与生命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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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革命题材的课文，这类课文不
仅能让学生了解历史，更能铸就他们坚韧向上、追求理想的民族
品质，激发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热情。但学生对这类文章缺乏深刻
的生活体验，难以体悟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为
了正义与和平，献出宝贵生命的价值取向，难以激起对革命烈士
的崇敬情怀。那么实施什么样的策略，才能通过对课文的学习使
学生有心灵的震撼和感悟，受到熏陶感染呢？根据近年来的教学
经验，结合教学实践，我总结出以下几点策略： 

一、课前查找相关资料。 
大语文的教育观告诉我们，课堂不是也不能是语文学习的全

部，教材也仅仅是个载体。因此教学这类课文时，我会布置学生
课前去查找与文中人物或事件相关的资料，在查阅的过程中，学
生就会对该人物（事件）有个了解，有了体验，有利于对文本的
学习。如教学《风雪重围》一课，学生通过查找资料，知道著名
抗日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
的日军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花，竟无一
粒粮食，在场的鬼子个个都傻了：“中国、中国竟有这样威武不
屈的人！”学生了解这些之后，老师顺势提问：是什么力量使他
长期进行这样艰苦卓越的斗争？从而把学生带入课文的学习。学
生对文中人物或事件有了初步了解后，学习课文的兴趣也更浓
了。 

二、课堂注重熏陶感染。 
课堂教学的过程其实就是师生双方生命成长的共同历程。新

课程就是要彰显生命活力，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感
情。因此可以说情感教育必须伴随课堂的始终。对于革命题材类
课文，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教学： 

1．引导学生品词析句。品词析句是阅读教学中常用的方法，
学生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品评、解析，才能走进文本深处，受到情
绪感染。如《刘邓大军渡黄河》一课，有句“‘是啊！’刘伯承司
令员用手推了推眼镜，赞同地说，‘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度陈
仓呢！’说完，他俩相视而笑。”这句话通过对刘伯承动作、语言
的描写，体现了他的轻松和智慧。教学时，引导学生明白“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的表面意思和实际内涵。表面上，是风趣地指
敌军在投照明弹，点亮“天灯”，让我军偷渡成功，实际上是指
我军进攻的战略战术。刘司令员一语双关，显示了他的杰出的军
事才能和说话的幽默智慧。 

2．通过朗读熏陶情感。读，是阅读教学的重头戏。小学各
年级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在阅读中陶冶孩子们的情感，激
发想像。阅读教学要植根于情感，朗读是加深学生情感体验的最
好方法。例如《礁盘》一课教学时，引导学生分别找出描写海岛
环境艰苦、战士艰苦建设海岛和体现将军与战士们之间深厚情谊
的句子反复细读感悟，尤其是描写将军心理活动的句子，要注意
读出将军情感的变化，可以采取领读、分角色读等形式体会人物
情感，让学生读出自己的独特体验。又如《风雪重围》一课理解
课文内容后指导朗读时可以采取引读的方式，让学生抓住重点语
句进行品读。我是这样设计的： 

师：“风雪重围”中的风雪指的是杨靖宇等在战斗中遇到的
重重困难，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恶劣—— 

生：“这里是……没有人烟”。 
师：另一方面是战斗环境的艰苦—— 
生：“刚走了……紧紧追赶。” 
师：面对这样的风雪重围，杨靖宇也决不允许战士做违反纪

律的事，当他看到传令兵手上的旧棉袄时，马上严肃地说—— 
生：“哪里……违犯了纪律。” 
师：杨靖宇与战士们分手前又严肃地叮嘱—— 
生：“大家要……党的秘密。” 
师：杨靖宇用他的实际行动遵守他“宁死不投降敌人”的诺

言，他壮烈殉国后，惨无人道的日寇竟然—— 
生：（课文结尾） 
这样，老师的引读真切深刻，恰到好处地为学生体验文本奠

定了情感基础，学生的诵读也入情入境。 
3．想像补白。许多课文中都有“空白”处，留待读者思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意十分，下语三分”。教学时教师就应该
努力在这些文本的“空白”处为学生建构广阔空间，引导学生去
想像，去补充，去发掘其潜在的意义。如《礁盘》一课，“将军
凝视着那片绿色，心里一阵沉吟。”这句话是指将军看了那幅菜
地构成的“中国地图”后心理活动，“沉吟”写出了他微妙的心
理变化。教学时，可引导学生想象：将军心理可能会想什么？这
样不仅使学生深入理解了课文，透过“三分语”体会作者的“十
分意”，而且受到了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三、课后组织拓展延伸。 
课文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要以革命历史文本为一个“点”，

引出更多的“线”或“面”。以教材为引子，带领学生开展丰富
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如组织学生阅读《红岩》、《毛泽东的故
事》等“红色经典”图书，让学生对革命历史的认识扎根在丰沃
的文学土壤中。结合学校“红歌大家唱”歌咏比赛，教会学生唱
《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在灿烂阳光下》、《我仰望五星红旗》
等“红色经典”歌曲，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嘹亮的歌声中得到传扬。
我们也可以给学生推荐观看一些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如《大决
战》、《血战台儿庄》、《地雷战》等，使学生直观形象地感知那个
战争纷飞的年代。还可以演课本剧、出手抄报等，通过一系列综
合性学习活动，学生对整个革命历史的了解会更深刻，对文本的
理解会更到位，我们的教学效果也会更好。 

总之，“知史方能通文”，革命传统题材的课文是引领学生成
长的阶梯。我们要构建文道统一的语文课堂，引导学生与文本对
话，与生命对话。点亮星火，传承文明，我们的民族之花将开得
更加绚烂，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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