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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学生的生活体验、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

——语文教学生活化
刘元桂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山东省　临沂市　276300

摘　要：“唯有源头活水来”是我们语文教学的主导，语文教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文章来源于生活，是五彩缤纷生活的浓缩。

我们不能把教材当作僵硬的工具使用，应该激活学生固有的生活体验。让学生自己去认识社会，去感悟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感

情，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且更好地陶冶了学生的思想情操，从而实现大语文教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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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语文教学理念的深入，我在课堂教学中做了许多

的尝试，摸索着适合自己任教对象的授课模式，越来越深刻

地理解到语文教学生活化的宽泛的内涵，不再拘泥于教案与

教参的“一家之言”，研讨每一课的知识与学生生活体验的衔

接，收到了理想的效果，今将《周处》一课的操作过程展示

如下：

师生问好后，师面带微笑问学生：“同学们听说过俗语

‘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这句话吗？”

——听说过

“由这句俗语你想到了什么？或这句俗语给予你什么启

示？”试根据自己的理解谈谈。

（学生开始小声地讨论，后纷纷举手）

——小时养成不良习惯，长大后会干出大的祸事。

——小时候犯了错误就应该及时改正，否则长大后就会

造成严重后果。

——要重视小时候的不良行为，否则长大了就会惹祸。

——小时是小偷小摸，如果不改，长大就会变成大偷

大摸。

——从小我们就应该有错就改。

……

（学生各抒己见，课堂气氛活跃）

［师总结］，同学们都很厉害，说得非常好，那么这句俗

语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生异口同声）有错就改。

［师导出《周处》］

人一生难免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关键就看怎样对待错误，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古人是怎样看待“有错就改”这个道理的。

（师板书《周处》）

［感知文章内容阶段］

首先鼓励学生介绍作家及《世说新语》，师补充强调《世

说新语》是我国第一部志人小说。（借此可鼓励学生多看外

书）然后按如下步骤做：

（1）. 指名读课文，正音。

（2）. 自由读，划出自己认为重要的文言实词或虚词。

（3）. 对照注释或工具书弄清重点词的意思，疏通文意。

（10 分钟后）

师说：本文既然是志人小说，我们就以小说的阅读方法

来读，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思

考下列问题（投放）。

1. 周处是个什么样的人？（用原文中的句子回答）

2. 周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带着这两）个问题认真读课文，并认真思考。师补

充第 2 个问题即可用原文中的句子回答，也可自己概括），

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学生回答的也很好，师根据学生的

回答板书；

课文到这里文章的结构层次就清楚了，让学生就势给文

章分层，概括层意，

然后师总结：文章的内容，同学们掌握得很好了，文章

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又是什么呢？

（师引导学生理解文章的主旨）

［深化研究，明确主题阶段］

师投放下列思考题（议一议，演一演）

1. 周处杀虎斩蛟后，按常理乡邻应该怎样对他？然而周

处击蛟三日未归，乡邻更相庆，这又说明什么？你能创设两

情境回答这两个问题吗？

2. 周处为何要改过自新，他不改不行吗？假如不改，他

的一生又会怎样呢？

（出示以上两题后学生陷入沉思，有个别学生小声嘀咕，

课堂上显得有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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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钟后，陆续举起手来）

第一个问题，第（1）问，学生怎样回答：

——乡邻们非常感激，组织了欢迎仪式，并称赞说“周

处！你立了大功了，你真了不起啊！”

——“个祸害周处是个好人呢！他帮我们除掉了两个祸

害，我们杀鸡宰羊慰劳他吧！”

——人们敲锣打鼓来迎接周处，乡长一见周处，伸出双

手，激动地说：“周处，太感谢你了。”

……对于第一题的第二（2）问：

——周处，这个祸害终于死了！

——老人捋着胡子“周处死了，我们终于过上太平的日

子了，哈

！哈！哈！……”

……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积极性很高。）

对于第 2 个问题，由于「学生在第 1 个问题创设情境时 

已充分地突出了相邻对周处的恨与爱两种不同的态度，体会

到了做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学生能把握得很好。

——周处不改，他的一生会遭人唾骂。

——周处白活一生，臭名远扬。

——周处不改，活得没有意义。

……

［师总结］同学们说得真好，体会得很深刻，人生不容

易，一辈子经历的事很多，周处年少为乡里所患，是因为什

么呢？（无知）（是补充板书“无知”）而杀虎斩蛟后，始知

为相邻所患，改过自励，终为忠臣孝子，（师可以补充周处后

来详细情况。）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有句俗语说得好“人

过留名，雁过留声”，人活着就应该研究研究怎么活人生才有

意义，才有价值。

师紧接着问：

学了这篇文章你有何感想？或受到的启示是什么？

（进入）

［感情拓展，培养感情阶段］

（学生对于老师的提问，毫不思索地举手）

——一个人不怕犯错，犯了错勇于改过自新就能成为有

用人才。

——有了错不怕批评，要敢于承认错误。

——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一时，要看一世。

——人要有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才能改过自新。

——人只要立志，就能成才。

——一个人危害社会，就活得没有意义。

——人要是被人们所恨，活着等于白活。

……

（学生众说纷纭）

「师总结」学习了这篇文章同学们收获很大，知道了怎样

正确地对待自己，更懂得了要正确全面地评价他人，而且还

明白了人活着要有意义，有价值的道理，真好。明确这些道

理后，你就会对流传下来的俗语做出正确全面地分析，试对

“三岁至老”和“树大自直”这两句俗语作分析。

学生积极性很高，能够各抒己见，最后都认识到这两句

俗语都具有片面性。

［案例分析］

此案例从“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导入，紧扣学生的生

活经历，又与理解《周处》的思想主题衔接，充分调动了学

生探讨文章的积极性。

学生自己动手正音，疏通文章的过程是学生感知的过程。

这个过程放手给学生，让学生进入了语言的实地境界，这样

顺应了人的自然本性，使学生从最感性的东西入手，调动了

学生的所有感官，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探究欲，这是

学生领悟主旨的基础，也是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的

根基。

在感知文章内容的阶段，思考题（1）是文章内容的浓

缩，第（2）个思考题是理解文章与主旨衔接的关键，这样学

生清楚地把握了文章的内容，而且对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感情

也就有所领悟。

明确主题创设情境的设计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发展了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而且学生积极性地创设情境

的过程，领会了主题，更好地受到了思想上的洗礼，体现了

语文教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的理念。

而“三岁至老”，“树大自直”的评析使学生从课内又走

向了课外，走进了生活，再一次激活了学生的生活体验。新

的理念指导着我们，语文教学要“活”起来，教材只是个例

子，利用好例子，而不是“照本宣科”。我相信打破常规，冲

出固定授课模式的桎 梏将是每个教师探索的。语文教学应该

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精神，呵

护学生讲真话，讲实话，真正体现语文教学“以人为本”的

新理念。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否则语文教学将是

一潭死水。

把时间放给学生，让学生走向生活，做生活的见证

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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