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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声都去哪儿了
□刘华杰

近日，听了几节语文公开课，颇有感
触。课堂上“师唱生随”配合得天衣无缝，
小组合作开展得轰轰烈烈， 展示分享演
绎得异彩纷呈。 但是，听完课后，我却觉
得这样的语文课还不够味， 这样的课堂
教学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我认为， 这几节语文课的读书声太
少了， 课堂太过注重合作学习与展示交
流，却忽略了朗读指导与情感体悟。语文
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与实
践性课程。如何学习并运用语言文字？首
先就是要读书，争取做到正确、流利、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 语文就是“语”和“文”
的结合，“语”注重读，“文”注重写，两者
之间的顺序不可颠倒，只有先“语”———
学会有感情地朗读、有自信地表达，才能
为之后的“文”打下坚实基础。

在课堂上， 小组合作与展示交流可
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语言表
达等方面的能力。但是，许多语文教师却
陷入了一个误区———他们对学生完全
“放手”， 于是， 学生貌似讨论得热火朝
天，展示交流时却千篇一律，为交流而交
流， 为展示而展示， 大多数学生人云亦
云、随波逐流，甚至不参与任何讨论与交
流。 大量的无效交流与形式展示霸占了
本应属于大声朗读、深情体悟的时间。这
样的语文课堂，何谈高效，何谈实用？

语文课堂上缺少的不仅是学生的读
书声，还有教师声情并茂的范读声。有些
教师，或碍于情面，或自认为才疏学浅，
或担心被学生笑话，或为了维护师道尊
严， 在课堂上总是摆出严肃的表情，总
是操着生硬的语调，总是一味地让学生
自己去读书。 即使学生读得十分生硬、
缺乏感情 ，教师也会充耳不闻 ，最多只
是“蜻蜓点水”般地象征性指导一下。 殊
不知 ，这样的指导毫无意义 ，教师应该
在课堂中起到表率作用，用充满感情的
范读引导学生、感染学生。 教师范读时
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
停顿、一个重音，都可能起到“一石激起
千层浪”的效果。

对于语文学科而言，任何字、词、句、
段都是有生命力的。语文课就是要读书，
师生应该一起去朗诵那些经典传诵的名
家名篇， 去品味那些含义隽永的好词美
句。语文课堂上的琅琅书声，才是语文教
学的真正味道。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放权给学生，但
也要做好管理与引导的工作。一个睿智的
教师， 会在学生偏离课堂教学主线时，悄
悄地“拽一拽”；会在学生漫无目的地交流
时，默默地“引一引”；会在学生毫无感情
地朗读时，轻轻地“点一点”……只有正确
地处理好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才能达成课
堂目标，才能实现课堂高效。

书声都去哪儿了？ 但愿这个问题不
再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中， 希望这个
问题不再困扰着我们的语文教师。 愿课
堂上的书声越来越响亮， 愿校园里的书
香越来越浓郁！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敬
仲镇第二小学）

阅读教学“三维”主张
观课笔记

微创新
本栏目针对课堂教学的新体系、新模

式、新方法，请您写下自己学校课堂教学层
面的思考、实践以及深层内涵，我们将在其
中选择具备创新性、实用性的经验介绍给
读者，并加以推广。字数：3000字左右。

课事
巧妙的导入、激烈的对抗、精彩的生

成、意外的失误……课堂上不断发生着
这些故事，而其中有许多故事都能反映
师生的课堂智慧，或者充满了教育意义。
请您记录下自己的课堂故事，与读者一
同分享。字数：1500字左右。

观课笔记
寻找一节课的亮点，思考如何借鉴；

发现一节课的问题，思考怎样避免。这就
是观课的目的，透过课堂表面，挖掘更深
层次的意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请您记
录自己观课后的心得，分享自己的所见、
所思、所得。字数：1500字左右。

好课实录
什么样的课是好课？好课的标准包

含很多元素：比如，以学生为主体的课，
气氛活跃、内容扎实的课，突出学科特
点、深入学科内涵的课，等等。我们在寻
找好课，希望您用文字还原自己的课堂
原貌，将课堂中的启发、交流、评点等环
节以及自己课后的反思呈现在读者面
前。字数：3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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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平

课事

我主张语文阅读教学具备 “三维”：
第一维， 从宽度上将阅读由课上延展到
课下；第二维，从深度上将阅读由文本迁
移到生活；第三维，从广度上将阅读由思
维深入到生命。 从语文教师的角度，就是
要以阅读为突破口， 传授知识、 训练思
维、启发悟性，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拓
宽学生的胸怀视野， 点燃学生的自主意
识，从而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课上引导，课下思考

课文《勇气》是篇美国小说，讲述的
是二战后期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前夕
发生的一个故事。 文章展现了打败敌人
的两种勇气，即“青年伞兵智胜的勇气”
与 “法国农妇毫不犹豫为美国伞兵提供
第二次机会的勇气”， 并借将军之口，对
这两种勇气作了画龙点睛的诠释：“她是
一个幸福的女人。 ”“她懂得她信仰的是
什么。 ”

在随后的品读环节， 我与学生经过
几次碰撞 ， 共同确定了文本阅读的主
旨———读出轻重缓急，读出情感起伏，读
出“设身处地、身临其境”的感觉。 法国夫
人再次施救的那个伟大瞬间被定格，我
们仿佛看得到她苍白的面庞、 失神的目
光……一个很容易被架上神坛、 贴上标
签的无私、伟岸的女英雄，在我们的品读
感悟中， 慢慢地被还原成一个平凡普通
的农家妇女。 一时间，阅读者与文本中的
人物仿佛融为一体， 这个过程与其说是
教学，不如说是一次思想的融汇、情感的
交流、生命的律动。

“法国妇女之所以救伞兵是缘于他
们有共同的信仰。 ”这是学生对课文情感
的升华， 我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继续追
问：“信仰能带给我们什么？ ”学生回到文
本，开始了更深入、更立体的阅读。 在这
次阅读中，学生内心对德国士兵的愤慨、
对正义与良知的渴望被点燃。 最后，学生
总结道：“无论是训练有素的战士， 还是
平凡普通的农妇，只要你信仰了真、善、
美，只要你信仰了公平、正义与和平，或
者说，当你拥有了纯精神层面的信仰，你
便拥有了无坚不摧的力量， 便拥有了勇
往直前的勇气。 ”

在这节课即将结束时， 我抛出了最
后一个问题：“美国伞兵的第二次敲门，
究竟该如何理解？ 难道仅仅是出于一种
求生的本能吗？ ”我让学生在课下继续讨
论这个问题。

评课阶段， 一个听课教师提出了自
己的意见：“最后的一个问题很有深度，
也能激起学生的兴趣， 为什么不考虑让
学生上课时充分探讨， 增加课堂教学的

深度呢？ ”
这不失为一种教学方法， 但却不是

我想要的， 因为我希望学生对阅读的思
考能够从课上延续到课下。 课上，教师引
导，课下，学生精彩；下课铃声响起，师生
的思考却不停止。 不断生成、不断创新，
这才是我对课堂教学的追求。

几天后，学生对我抛出的问题进行了
反馈———他们从各个角度发表了自己的
见解，精彩纷呈，有的学生甚至洋洋洒洒写
了几千字的中文版小说《勇气》。

挖掘文本，探求生活

在学习课文《毛遂自荐》的过程中，
学生正在分角色朗读平原君与毛遂的对
话———

对抗组说道：“从‘左右未有所称诵，
胜未有所闻’这一句可以看出，平原君对
自己门客的了解竟然只凭‘耳闻’，对于
自己门下待了 3 年的门客完全不了解，
简直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你们应该读
出这种感觉。 ”

师：“同学们， 刚才对抗组说平原君
识人只凭‘耳闻’。 那么，在毛遂之前，平
原君选中的那些人是否有真才实学，他
们又是怎么让平原君‘耳闻’的呢？ 从下
文我们可知， 毛遂圆满地解决了楚赵合
纵之事，可见确有真才实学，毛遂与其他
人有什么区别呢？ ”

学生陷入了沉思，两三分钟后，一个
学生站起来回答：“我觉得，毛遂是个非常
有智慧的人，平日善于观察、思考，但是他
出身一般，也不会宣传、炒作自己，所以平
原君对他一直没有‘耳闻’。之前选中的那
些人去秦国后， 一点作用都没有发挥出
来，可见没什么真才实学，恐怕是通过钻

营、交际，才让平原君‘耳闻’的。 ”
在执教 《林黛玉进贾府 》 这一课

时———
生：“那幅 ‘待漏随朝墨龙大画’，表

面上描绘了大臣等待上朝， 实际是告诉
来客，贾家受到皇帝恩宠。 ”

师：“分析得很细致。 荣禧堂是贾府的
第一接待室，同学们想象一下，贾政在荣禧
堂接待来客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 ”

生：“来访的恐怕皆非等闲之辈，贾
政内心要炫耀自家的地位和恩宠， 但不
会那么直露。 他在官场混了很久，恐怕会
用一种诚惶诚恐的语调来讲话。 他会讲，
我们作臣子的该如何如何对皇上尽忠，
因为皇上对我们这些臣子是如何如何恩
惠有加的。 我认为，他会用‘我们’这个
词，而不是‘我’或者‘我家’。 提到恩惠，
他自然会顺势炫耀皇上赏赐过多少金银
之类……”

《琵琶行》一课的学习目标是“品味
音乐描写的艺术，体会诗人的情感”。 在
这节课上， 我引导学生想象琵琶女弹奏
时的神情、动作、内心活动———

生 1：“‘大弦嘈嘈如急雨’可想象为
琵琶女苦练琴艺的画面，汗流浃背、指头
流血，还要忍受 ‘善才 ’的责骂与白眼 ；
‘小弦切切如私语’ 可以想象成琵琶女
休息时与小姐妹谈悄悄话的神态 ；‘嘈
嘈切切错杂弹 ， 大珠小珠落玉盘 ’，就
在这种苦涩与甜蜜中，琵琶女慢慢成长
着 ；‘曲罢曾教善才服 ， 妆成每被秋娘
妒’， 这句写出了琵琶女终于成为名噪
一时的俏佳人。 ”

生 2：“通过阅读课文，我们可以简单
地总结出琵琶女的一些品质：‘十三学得
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句写了她
的聪慧勤奋；‘曲罢曾教善才服， 妆成每

被秋娘妒’，这句写了她的才华出众；‘商
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句
写了她的情感细腻……”

在这几节课上， 我引导学生把文本
中的典型一幕浸泡到生活的剧情中，激
活人物、丰富场景，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
与探究欲， 也激活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
造力 ， 帮 助 学 生 最 大 限 度 地 深 入 文
本———触摸语言、品鉴修辞、体会情感、
感悟生命， 把对文本的解读推向更高的
境界。 这样的课堂更加“接地气”。

文本是典型化的生活，反过来，生活
又何尝不是稀释、还原后的文本呢？ 阅读
教学就是教师引领学生循着文本的空
白， 利用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探究
欲，挖掘生活、感受生活、体验生活。 在这
个过程中， 教师的责任就是去捕捉、利
用、创造文本的空白。

全面体验，感悟生命

阅读教学中， 教师要给学生搭建舞
台，让他们在轻松、平等的氛围中，深入阅
读、积极探究、充分思考。 在这样的课堂
上，学生不会人云亦云，不会无条件服从，
而是将个性与思辨融入阅读之中， 多角
度、全方位地挖掘文本、理解人物。

学习课文 《晁错 》时 ，学生认为晁
错虽有才华 ， 但却有才无德 ， 难以服
众 。 他们认为晁错还有以下缺点 ：不识
时务 ，不知进退 ；恃宠张狂 ，不知收敛 ；
固执己见 ，人情淡薄 。 因此 ，晁错为国
忘家固然可贵 ， 但因为上述缺点终究
难成正果 。

学习课文《木兰辞》时，学生认为，代
父从军的花木兰不是“烈女子”，也不是
“女汉子”，花木兰的故事中充满了勇气、
智慧、坚守：远离家乡、浴血沙场的勇气，
女扮男装、屡立战功的智慧，功成身退、
寻找本真的坚守。 经历过岁月磨砺、命运
挑战的花木兰，依然向往“当窗理云鬓”
的生活，她放弃高官厚禄，回到故土，回
到父母身边。 学生认为，这种回归是全诗
的升华。

……
语文学科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

一。 工具性需要分析、推理、训练，需要学
生“大脑”的参与；人文性则需要体验、感
受、领悟，需要学生“心灵”的参与。 这种
心灵的参与，其实就是学生认识生命、感
受生命的过程。

阅读教学不仅是指导学生读书，而
是以阅读为纽带，让学生走进文本，与作
者沟通、交流，从而主动学习、感受生活、
品味生命。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房山区房山二中）

从语文教师的角度，阅读教学就是要以阅读为突破口，传授知识、训练思维、
启发悟性，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拓宽学生的胸怀视野，点燃学生的自主意识，从
而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教师与学生共同研讨文本

第三届全国中小学课堂教学创新成果

博览会

面向未来的学习
新技术正在重建学习。 未来已来！ 你可以拒绝改

变，但不能拒绝未来。 面向未来的学习，到底正在发生着
什么样的变化，作为一线教师在课堂改革的微观世界里

究竟要关注什么？ 如何实现技术翻转与理念翻
转的深度融合？ 欢迎走进第三届全国中小

学课堂教学创新成果博览会。

拟邀专家：
尹后庆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原上海市教委巡视员
倪闽景 上海市奉贤区副区长、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原处长
尚俊杰 北京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马九克 上海七宝中学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杜金山 山东兖州一中原校长、第四届全国十佳中学校长

主办单位： 中国教师报
承办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局

咨询电话： 010-82296735 18611016806 186012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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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为媒 让课说话

欢迎各地教育局局长、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参加

6 大主题演讲
10 大创新成果
20 个微型报告
60 节课堂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