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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力神灯，魅力课堂

——如何上好优质课的一点思考
张晓云

中共个旧市委党校　云南　个旧　661000

摘　要：语文的魅力，就是在于它的理想与浪漫会不经意间激发起学生人性中静默的部分，它会让学生不经意间感到有趣，

然后投身进去。那如何要让语文课上的精彩呢？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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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语文课成为边缘学科，学生戏称语文课：你
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本该生动、吸引人的一门人文学科，竟
遭此惨遇！是语文失去了它本该有的魅力吗？其实不然。我
认为语文的魅力，就是在于它的理想与浪漫会不经意间激发
起学生人性中静默的部分，它会让学生不经意间感到有趣，
然后投身进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让学生感到有趣。这样
学生学习将不再感到像木匠重复体力劳动一样，反而有了激
情，这种激情能帮助学生探索语文所指的更广阔的视野。那
如何要让语文课上的精彩呢？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和整合语文
资源，这种资源有教师、教材、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

一、采众家之长，促资源共享
首先要转变观念、相信学生、大胆放手。在以前的课堂

教学中，我们不去分析学生会不会，而是一股脑地讲知识，
只害怕他们听不懂，结果到下课时，学生还没有进行练习，
知识当堂得不到巩固，我认为是学生成绩不太好的原因之一。
自从去了临沧观摩了他们的小组学习后，对于“先学后教，
以学定教”的教学模式我豁然开朗，课堂上我们教师要讲在
重点处、难点处和关键处，一定要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讲解，
不能会不会都讲，要相信学生的学习能力。要结合自己的教
学实际，试着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模式，提高课堂
效率。

要实现“先学后教，以学定教”要在备课上下功夫。要
想把握教材布局，在备课前教师一定要经过大量的阅读和准
备，不单是写写教案那么简单，自己必须独立深入认真钻研。
因此备课时，教师要认真研读教材、准确理解编者意图，先
站在学生认知的角度，站在文本整体的高度，体察学生阅读
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具备的方法，分析应该落实的知识、
训练重点，在心里和学生先期对话，彻底吃透教材，能够对
教材内容举一反三，变式练习层层递进。

二、个性化阅读，构建新自我
进入高二以来，学科边缘化的现象更加明显，学生除了

上课学到的作品外，很少会花时间进行阅读，我觉得语文学
习学习成绩的提高离不开阅读，并且有选择的阅读。一本好
书至少值得阅读两到三遍：第一遍略读以满足自己的阅读兴
趣并了解书的内容与结构，第二遍精读以摘抄、把握整本书
的布局以及其中一些巧妙的铺垫与伏笔，如果还能再读一遍，
应抽时间写一些类似专题研究的心得，比如对整本书思想的
一个探讨，或者对书中某种表达的质疑。我认为，只有当你
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品味、去研究、去思考甚至去质疑书本时，

它于你才算得上有意义。除了阅读方法外，读书应当是一件

精细而持续的事情。与填鸭般在假日里一天读十本书相比，

培养细水长流的读书习惯无疑更为重要。读书的目的不在快、

不在多，而在于从书中汲取营养，在于通过整个阅读过程修

养一颗宁静而富有感知力的心灵。读书可以多样化，可读名

著、读国学经典、读诗歌、读历史、读哲学文学的理论、读

时事。应当在这学年开展阅读课，并且有针对性的去读，形

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是老师推荐，可以是学生推荐，每堂课

完后应当要有相应文字记录在自己的摘抄本上。阅读实在是

一个太有益的习惯，即使是抱着功利的目的，如果能因此潜

下心去读书，也是大大的好事情。读书多了，就会培养出语

感。语感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你叫一个有语感的人去做卷

子，他或许并不能清楚地告诉你那些字词的正确读音与写法，

也没法给你讲出来阅读题的答案为什么该是这个，因为他做

题目凭借的不是系统的训练与大量题目的积累，他没有那种

足以归纳成经验的东西。但是，他一定能做出最正确的答案。

三、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阅读与写作简直是玻璃的两面，无论你看着哪一面，都

意味着你也正在凝视另一面。对于写作，也就是以应试为目

的的作文，我的建议只有六个字：多读、多仿、多写。从阅

读与写作的关系上来看，读书多的人绝大部分是会写作的人，

而一个能写出很好的作品的人更不可能不爱读书。这只因在

看了足够数量的文化精品后，哪怕只是东家模仿一点、西家

拼凑一点、再加上一点点自己的领悟与润色，最后拿出来的

成品，也足以令许多人拍案叫好。平时我们就需要要求学生

对一个故事、一句话、一个数据、一段议论，不论大小均写

成读书笔记。整理时绝不能肢解原意、歪曲意愿，也不要把

自己的感情或增添的材料或引用的原文混杂在一起。在读名

家作品时，要边读边圈点勾画，将自己喜欢的语段摘录下来，

熟读成诵，使这些文字内化为自己心中的素材，比如：我们

要读毕淑敏，读她独特的人生感悟、缤纷的内心世界；读周

国平，读他的博学和深刻；读林清玄，感受那些或宁静或激

昂的文字……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如同将钱放进零钱罐，

坚持每天存一点，年终就会有惊喜。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不但影响你的写作，而且会让你终身受益。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高中语文教学要求教师要打破传统，

积极备课，综合教育，充分交流，要求学生主动学习，让学

生在语文热爱的基础上，乐于学语文，主动学语文，最终提

升其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