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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资源，丰富初中语文课堂 
◆罗淑飞 

（湖南省耒阳市大市镇中学） 

 
摘要：初中语文教学中，文中的人文色彩、思想情感深厚，如充分挖掘

并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能给学生带来更加富足的精神体验。对此，

教师在教学中需要通过教学资源的挖掘，以帮助学生感知体验，辅助学
生理解。本文就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学资源的挖掘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几

点充实课堂教学的资源挖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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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挖掘直观化教学资源，促进学生直观理解 
虽然初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和联想感

知能力，但是学生对于事物的理解能力和情感的品味能力还是会
受到学生自身学习经历和思维能力发展的限制，导致学生对一些
文学作品的理解深度不足，对于文章中的情感品味不到位。尤其
是在古诗部分内容的教学中，由于语言发展的更迭、文化和审美
认知的发展变迁，学生对古诗中所描绘的意境的感知力不足，也
就制约着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通
过直观化教学资源的挖掘和呈现，以辅助学生理解。例如，在《夜
雨寄北》这一首古诗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体验古诗中描绘的
意境和景象，教师便可以通过直观图画引入的方式开展教学，将
“巴山夜雨涨秋池”这一景象呈现在学生的眼前，让学生从古诗
中第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这一句妻子真挚的问询和眼前磅礴
大雨阻碍了诗人回家道路时，诗人的愁苦与烦闷，初步帮助学生
建立对诗人羁旅和劳顿的愁思之情。随后，在后两句“何当共剪
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一句诗的教学中，教师则可以通过
选择“诗人和妻子临窗而坐，促膝长谈，共剪窗花”这一幅美好
的景象，引导学生从这一直观图中感知诗人对家乡、对友人、对
妻子的思念之苦，同时也昭示了诗人对这种美好景象和回家后的
和谐与温暖的期盼与期待。以上教学过程中，直观化的教学资源
直接将学生代入到诗人所描绘的意境中，让学生学会跨越时空间
隔，获得对古诗美好意境好深刻情感的感知能力。 

二、利用生成性教学资源，丰富初中语文课堂 
学生是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对一些

事物的理解更有可能会独辟蹊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认识。一千
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生对不同事物的认识、从不同角
度中生成的看法和见解，也是课堂教学中的宝贵资源，更是教学
组织教学时应充分挖掘和利用的。对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便可
以通过充分挖掘利用生成性的教学资源以丰富充实课堂教学。例
如，在《乡愁》这一首诗歌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学会品味乡
愁这一首诗歌，挖掘学生对乡愁这一首诗歌中情感美的感知能
力，并借学生的理解将其发挥最大的效用，给全体学生以更广的
认识，教师便可以引导学生从自己的角度和理解中，品味分析乡
愁这一首诗歌，引导学生思考：在乡愁这一首诗歌中，诗人的情
感是饱满而深厚的，并且诗人在字里行间都在传达着自己的思念
与愁情。你是否能够从本首诗的某个角度中，分析赏析这一首诗

歌呢？你认为乡愁这一首诗歌的哪一点应当是你应该关注的，是
你最触动、感受最深的部分呢？以上问题设置后，不同的学生将
从不同的角度中赏析，有学生提出乡愁这一首诗的美感，体现在
其用字上，量词中的“一枚”、“一方”、“一湾”、“一张”等词汇
对仗工整，并且将诗人厚重的思乡情感以如此清松的量词描述了
出来，但其表达出来的情感却是如此的深厚，轻描淡写的描写却
达成了四两拨千斤的教学效果。也有部分学生提出，在本首诗歌
中，诗人从小时候的生离之愁到长大后的死别之愁，从家愁到国
愁，将自己的情感和对国家的情感融合到一首诗歌中，巧妙地将
少年、中年之愁融合为一体，充分表达了诗人期盼与亲人团聚，
国家早日统一的思想情感。通过挖掘学生口中的教学资源，初中
语文课堂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学生从不同视角中认识和学
习，也必然获得更深刻的启发和思考。 

三、挖掘生活化资源，强化学生理解 
学生之所以会出现对文章理解不深刻，对文章中所表达的情

感感悟不深的现状，是因为学生自身由于自己脱离了作者的立
场，脱离了文章中所描绘的情境思考问题，也就导致了学生对情
境中的情感理解和情绪体验不深的现状。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
需要通过挖掘生活化资源以辅助教学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将生
活化的教学情境引入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搭建理解的平台和感知
的基础，以辅助学生理解、强化学生理解。例如，在《石缝间的
生命》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文章中所描写的野草、山花和松柏
都象征着坚韧与执着，象征着顽强生存的勇气。结合文章内容，
教师将学生生活中所见到的一些身残志坚、经受过外界生存环境
磨难的伟大人物呈现出来，如张海迪、贝多芬、霍金等人物及其
事迹展现给学生，帮助学生感知坚韧生命的力量。在此基础上，
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生活中的我们，可能会遭遇一些磨难与挫
折，但正是因为这些磨难的存在，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
好。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分享自己的心得与体会。以
上生活化教学资源的挖掘，让学生结合身边的典范和自己的审过
经历，对文章的理解更加深刻，对坚韧的勇气和执着的精神体验
更加深刻。 

总结 
教学资源的挖掘和应用直接关系到学生对学习的体验和对

情感的理解。对此，教师便可以通过挖掘直观化教学资源、利用
生成性教学资源和生活化教学资源的方式开展教学，以辅助学生
理解、深化学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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