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总第 201 期） 

297  

教学实践 

谈语文课改教学中的感动 
◆王芙蓉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平安第三中学） 

        
摘要：感动是一种深化的情感体验，是一种较为强烈的心动感觉，是互
动的双向结果，更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或由内而外的情感表现。语文是工
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学科，语文教学离不开感动的情感体验。它是文本
与教师、学生的生活体验撞击出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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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是一种深化的情感体验，是一种较为强烈的心动感觉，
是互动的双向结果，更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或由内而外的情感表
现。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学科，语文教学离不开感动的
情感体验。它是文本与教师、学生的生活体验撞击出的火花。感
动的时刻就是幸福的时刻。只有拥有感动的语文课堂才是生动活
泼的，也只有拥有感动的语文教学才能实现语文教学的目的。 新
的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教学的互动理念，是基于“改变过
去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这就为语文的课堂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深入探究和实践
互动的教学过程中，感动就在其中凸显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因为教师的感动，教学就不再是单纯的工作任务，而是一种真实
的生命体验，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因为学生的感动，知识不
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点燃心灵的火花，课堂不再是监狱般的牢
笼，而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乐园。 

感动来自于互动，互动必然滋生感动。感动让教师更加热爱
教学，更愿倾注心血和汗水；感动也让学生兴趣盎然，更加热爱
和珍惜学习和生活的时光。那么，在课改语文教学中，怎样使感
动发挥作用，又怎样让感动来达到课改语文教学的目的呢？ 

一、建立新的语文课堂教学环境，重视感动情感的开发。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为语文教师提

供了一个新的课程环境。教师需要在新的课程教学中建立起一套
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而学生同样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建
构。 

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一性质决定了
语文课程具有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语文课程的根本任务就是要
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建立新的语文课堂教学环
境，旨在改变传统的基础教育语文课程的确定性，还语文课堂教
学本身具备的开放性，拓展教学的空间，增大师生的自主性。这
样，教学的多样性和变动性也就给语文教学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而感动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情感体验，是文
本与教师、学生的生活体验撞击出的火花。那么，在语文教学中，
重视感动情感的开发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教师而言，感动是取得课堂教学成功的前提。一个冷漠、
毫无激情的教师，他的教学必定是枯燥无味的。而激情源于感动，
开发感动情感是形成教师课堂教学激情的重要因素。 

审视语文教学的过程，教师的感动主要有： 
1、感动于文本的关键处。新课程理念强调要改变过去“教

教材”的做法，语文课程是用教材教语文，不是教语文教材。教
材不是圣旨，而是教学的线索。 教材不是废纸，而是教学的工
具。 要创造性使用教材，使教材为教学服务。在这种前提下，
教师对教材的研究与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课堂教学的根本是创
设学生乐学的教学氛围，为此，语文教师就必须根据自身的感悟
认真挖掘教材的感动因素。而教材的感动因素往往源于文本的关
键处，它是文本与师生生活最密切的触及点。只要教师紧紧扣住
这一触及点切入教学，感动便会如约而至。如鲁迅先生的《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其触及点就在儿童喜欢玩乐的天性上。因为
喜玩，所以百草园有无限的乐趣；因为好乐，所以三味书屋的教
学才枯燥无味。有了这点契合，对把握整篇文章就有了体验的基
础，就能以此生发出更加开放性的理解，而不会回到过去“结论
式”的展现。  

2、感动于入课的导语。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都懂得课前
激情导入的作用。好的导语紧紧扣住教材的感动因素，是一种无
声的教育，是心灵的滋补剂，是一种以文本为根基的有益的洗濯
和陶冶，是奠定课堂教学氛围的心理因素。激情导入，不仅调动
了教师自身的情感，同时也引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这无疑为成
功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感动于学生真切的理解和闪光的发言。在用文本进行教
学的活动中，如果强调了结合生活经验的理解，就能释放师生的

个性。新课改强调课程是生成的，不是给定的制度化的教育要素。
这就要求课堂教学的个性化。而在有个性的教学中，学生就会有
对文本的真切的理解，这种理解必定会推动师生与文本的对话，
又为课堂教学的沟通提供了平台。在教学过程中，只要教师处处
留心、善于倾听，正确引导，学生真切的理解和闪光的发言就会
让你吃惊，使你感动。如果你能把你的感动传递给学生，并用激
励的语言促进学生的进一步感悟，让他们在课堂上有的放矢，课
堂就将更加精彩。 

4、感动于学生朴实的体验和纯真的情感释放。不同年龄阶
段的学生对生活有不同的感受，他们的体验是最朴实的。在生活
的体验中，他们也有情感的积淀，善于调动学生的体验及情感的
积淀进行教学就能构建文本与师生真诚的对话，就能采掘到意想
不到的收获，就能建设开放的富有活动的语文课程体系。这样，
语文的课堂教学就与现实生活的语文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了。 

在用文本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只要语文教师能对此有一个充
分的认识，那么在感动于学生朴实的体验和纯真的情感释放时，
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也就诞生了。 

5、感动于课后的深入反思。教师的教学是在不断的实践中
成熟的。那么，教师如果经常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记录教
育教学过程中的所得、所失、所感，就能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
地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在课后的反思中，教师往往有两种情感的
体验，一是成功的愉悦和享受，一是失败的懊丧和遗憾。当回想
起课堂精彩的片段或尴尬与遗憾时，我们无不为自己的表现与学
生的言行感动。这种感动将引领教师更深入体验教学的甘苦，也
将使教师自身不断地走向成熟。 

6、感动于生活的点滴。语文来源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语
文的存在，只要我们有一颗善于观察、善于发现美的心，指导学
生把语文正确的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感动也在生活中浮现了。  

二、构建有序的互动教学流程，让感动发挥“教学相长”的
作用。 

语文教师在深入挖掘文本感动因素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感
动”在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就可以起到课堂教学的“教学相长”。 

现代教学论主张教学要知、情、意相结合。事实上，学生个
体的主动参与和学生群体的积极互动是使课堂活动生动活泼、富
有成效的必要条件。反过来，组织恰当的课堂活动，鼓励学生进
行尝试，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大胆说出
自己的感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学生在课堂活动
中，不仅可以得到教师的指导，还能同桌互相讨论、互相启发，
这就容易形成文本与师生间、学生间的交流，实现课堂上多通道
的信息传递；学生在具体语文情境中的课堂活动，容易有所发现、
有所感悟、有所认识，能使更多的学生体验到学习乐趣，树立起
学习信心。 

三、密切关注在双向互动中的感动的情感因素，让学生的学
习在感动中积淀和发展。 

充分利用教师和文本的感动因素调动学生的感动，发挥感动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作用，这是课改语文教学既要注重知识与技
能、方法与过程，又注重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要求。同时，
也是实现语文课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有效途径。 在实际的语
文课堂教学实践中，语文教师们如果能充分利用教师的和文本的
感动因素，那就会在师生、生生的双向互动中会产生一些朴素而
真诚的感动。如，读到“窗含西冷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时，
会产生对壮阔美的感动；在读到“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落
上头”时，会产生对文字所描绘的盎然生机的感动；在读到“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时，会产生对平静美的感动；在读到“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时，会产生是对作者刚毅品格
的感动；在读到“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时，会产生对英雄
的感动；在读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时，会产
生对故友的感动；在读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时，会产
生对慈母的感动；……。 

感动始终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和表白，是一种无声的教
育，是心灵的滋补剂，是一种有益的洗濯和陶冶。这些朴素而真
诚的感动在师生间涌动，在互动交流中将会更得到尽情地发挥，
也会在互动交流中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和把握。这样，就达到了既
注重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又注重了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引导，就能让学生的学习在感动中积淀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