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实践 

谈如何指导学生正确认识语文课本中的人物 
◆张  兵 

（阜宁县硕集实验学校  224405） 

 
摘要：语文课本中有许多充满正能量的人物，这些人物是母语教育所要

歌颂的优秀典型，是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的标杆，是语文教学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在教学中，要进一步挖掘人物思想品德资源，给
予学生人性光芒的照耀和心灵智慧的启迪，进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物

和励志学习人物，早日成长为国家栋梁。本文从观图想象、资料解读、

朗诵感悟、合学对话、辩论认同、归纳学习等方面阐述了指导学生正确
认识人物的一些实践与思考，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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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册语文书中都有许多人物，这些人物大多是正面人物，
他们身上无不蕴含着人性的光芒和正义的力量。在语文学习过程
中，我们语文老师如果能指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物，势必将对学生
进一步理解文本和涵养思想起到巨大作用。在认识人物中，学生
就会与人物对话，与人物比照，与人物思齐。这也是语文教学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如何指导学生正确
认识人物呢？我的实践与思考主要有： 

一、在观图中想象人物 
在小学语文课本中，编书者精心地加入了彩色插图。这些插

图是作者力作，绝不是潦草之笔。我们一定要灵活运用好这些插
图。图文结合教学，更有利于学生理解文本，深化认知。如教学
六年级上册课文《最后的姿势》，文中载有谭千秋老师的两幅插
图，一是谭老师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用生命保护学生的情景，另
一幅是谭老师面带微笑的个人肖像照。在教学中，我在上课伊始
就引导学生仔细地观看插图，并闭目想象当时的地震情景和人物
举止。学生在 2 分钟的想象中神情凝重，想象之后，纷纷说出自
己内心受到震撼，为谭老师舍命求学生的壮举所折服，所佩服。
在这种观图想象人物的环节基础之上，学生学习课文就更加认
真，也更能理解文本思想价值和人物的精神伟大。 

二、在资料中解读人物 
语文书中对人物的介绍往往并不多。在教学中，我们不能对

人物的认识一掠而过，而要拓展开去，让语文学习不局限于课本。
在教学《轮椅上的霍金》一文之时，在课前预习中，我布置学生
在家里借助网络搜集有关霍金的资料，并做笔录。学生兴致很高，
在家里认真完成人物资料的搜集活动，有学生在笔记本上摘抄了
霍金一生的成就，有学生摘抄了霍金的逝世情况，有学生摘抄了
霍金的语录，有学生摘抄了对霍金的各种评价语，还有学生画了
霍金肖像照、生活照及工作照等等。学生在搜集资料中就已经在
仔仔细细地走近人物和解读人物。在课堂上，我让学生讲一讲自
己搜集所得，这对丰富语文课堂教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在朗诵中感悟人物 
朗读是学好语文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朗读有助于学生感

悟文本和产生情感共鸣。我的语文课堂总是书声琅琅。我始终坚
信，声情并茂地学习语文更有利于学生亲近语文和表达思想。在
教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古诗中，我没有作太多的讲解，
而是首先引导学生朗读古诗，做到读正确、流利，并读出韵律美，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看图朗诵古诗，进而深切地体会诗人杜甫
的极度欢喜之情。很多学生竟然读出泪来，还有学生读出动作来。
学生们的表现足以证明朗诵古诗已经达到情感理解的高度，他们
已经与诗人杜甫产生了心灵共鸣，一起为唐朝军队收复失地而欢
天喜地。如果没有深入的朗读和朗诵，就不能实现感悟人物的效
果。这是教师枯燥的讲解所不能完成的。 

四、在合学中对话人物 
高效课堂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小组合作学习。合学是在个体

自学基础之上的再深入再丰富再提升。合学不仅产生学习激情和
积极性，而且还能生成新知识，创造出新的思想火花。如教学《把
我的心脏带回祖国》一文时，我引导学生开展了小组合学活动，
学生分组讨论，气氛热烈。学生们对肖邦的言语、选择、行动、
作品及思想进行了探讨交流，学生之间合作研究，潜心思考，娓

娓而谈，尽情叙说，这就是在与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进行心灵对话，
他们在了解作曲家的心语，在聆听作曲家的人生告白，在赞许作
曲家的可贵之举。个体自学是不能获得这么多的认识的，因此，
合学更有助于指导学生走近人物和人物对话，获得文本字面所不
能呈现出来的思想营养和知识琼浆。 

五、在辩论中认同人物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独

特阅读感悟。这是正常的现象，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所要培养学
生的个性化阅读感悟和表达能力。我们不能压抑学生个性化理解
与表达。但是，在允许个性化理解和表达的同时，必须引导学生
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认识人物，走向积极的一面，以防止走向个性
化的极端。如教学《船长》一文，有学生对哈尔威船长与轮船一
同沉入大海产生了质疑和不解。当发现这种理解时，我不是立马
否定，而是开展班级辩论活动，让正反方就这一种见解展开辩论。
学生们的辩词很精彩。通过辩论，最后大家认为哈尔威与轮船沉
入大海的壮举是伟大的，是人物忠于职守的表现，是哈尔威面对
死亡的一种英雄选择，是特殊灾难时的正确选择。我们应该褒扬
他，而不是质疑和批评。 

六、在归纳中学习人物 
学习一篇课文，不仅让学生获得语言文字的营养，而且要让

学生获得思想政治道德的熏陶。这是语文学科作为母语教育的双
重一体化的教学使命。在课堂小结时，我都会让学生归纳课文学
习所得，其中对人物的小结评价是不可缺少的。如教学《姥姥的
剪纸》一文，学生在归纳时，说出姥姥是一位慈善仁爱之人，说
姥姥是心灵手巧之人，说姥姥是心地善良之人，说姥姥是乐于助
人之人，说姥姥是勤劳能干之人，说姥姥是关爱后辈之人，等等。
在归纳中，学生对人物的理解就进一步深入，人物的优秀品质闪
亮在孩子们的心灵天空，他们见贤思齐，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习
人物的优秀品质，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让学生说比教师直接说来得更好，这是指导学生
正确认识人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在学生归纳的过程
中，教师要纠正不好的评价，引导学生认同和学习人物身上的正
能量。 

文以载道。语文教学承载着厚德载物的育人使命。我们在课
堂教学中必须重视对文本中人物的认识，只有正确的认识人物才
能引导学生正确地理解文章中心思想，才能落实好语文教学必须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与人生价值观尚
处于塑造期，还不成熟，对人物的正确认识还不够全面，非常需
要语文教师加以合理的引导。因此，我们语文老师必须担负起语
文育人重任，做学生学习知识和锤炼品格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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