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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在这里有职校优秀园丁介绍、优秀课件展

示、论文、研究课题等，欢迎同学们推荐你心目

中的好老师，也欢迎老师们投稿。

邮箱：421065941@qq.com

来稿邮件主题请标明《中职周刊》——《讲

台》版，并注明作者姓名、学校、地址、联系电

话、个人简介（100字左右），可附个人照1张。

近年来，随着教育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教育

界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课堂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

的生命历程，它应当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在教学过程中，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课堂又总是在

动态中生成。我们应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

念重新认识语文课堂教学，建立新的课堂教学观,让课

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那么，如何在丰富而又千变万化的课堂教学情境

中及时捕捉生成性的教学资源，让它成为教育教学的

契机，而不是夜空中一颗美丽的流星呢？本文着重通

过语文课的几则案例谈一谈在这方面的一些实践体

会。

１、创造性地运用教材，把着眼点置于指导学生创

新性学习上。

教材不是圣书，它只是提供了最基本的教学内

容、有价值的文本及一些有规范性、代表性的思考练习

题。

由于学生基础、教师素质、教学条件等的差异,教
师对教材的使用应从实际出发，不应照本宣科。

如《好雪片片》这篇课文，我在设计教学方案

时，就没有按照教材上的思路去组织教学，而是按照学

生的学习特点以及自己的教学风格，从学生感兴趣的

作家林清玄的身世介绍开始，通过阅读他的另一篇散

文《可以预约的雪》，满足学生对作家生平的好奇心再

引入新课。林清玄用平实的文字将发生在一个平凡人

身上的故事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渗透着自己对生命的

感悟，让人感到他的善良与感恩，也让人的内心充满宁

静与关爱。

２、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空间和氛围，引导他们

多想、多说、多做，感受成功的愉悦。

中职学校就读的学生，大多是中考考场上的失败

者。笔者曾对我校一年级的

新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68％以上的学

生对学习基础文化课没兴趣，而且还认为基础文化课

没用，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了。

面对这一现状，如何让中职学生从失败的枷锁中

解脱出来?如何让中职学生回归语文的世界，唤起他们

对语文的热爱? 
第一要务，就是要恢复学生的学习信心，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让课堂教学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训练

技能的教学，而是激发学习兴趣、教会学习方法、培养

创新意识的教学。

譬如在《情人节的玫瑰绽开在教室里》一课中：其

中一个教学重点是通过体会人物高超的说话艺术，理

解文中人物的“言外之意”，培养学生听话和说话的技

巧。我改变教参的讲解方法，通过口语练习，鼓励学生

人人发言，发表自己的见解。

如果坚持这样去操练，学生就会形成了良好的发

言习惯。而每当有这样的教学内容，学生就会自己找答

案，争先恐后地在同学中交流。

文本中爱情的话题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同时老师

结合近期发现的学生在爱情观上的一些误区（太随

便、太顶真，还有的则谈虎色变），引导学生认识爱情

的美好和崇高，懂得爱情的真谛和责任，树立正确的爱

情观，这也激发了学生对爱情地深入思考，让学生在愉

快的情景中增长知识，体验爱情教育的重要性。

３、实施“问题教学”，引导学生善于发现新问

题，提出新问题。

传统的教学活动是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回答问

题，学生的思维不准“超越”教师预设的问题范围。这

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天赋,阻碍了学生思

维的发展。

在教学中，我对“师问——生答”的教学模式进

行了改革，使课堂上的提问以师生互问，生与生互问

为主。让学生在提问、交流、争辩的过程中主动获取知

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如：《拿来主义》课中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意

在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启迪人们正视当时中国积贫

积弱的地位，摒除妄自尊大的心理，抛弃文明古国的架

子，沉着、勇猛地拿来于自己有用的东西，更新自己的观

念和文化，然后让学生大胆向老师或同学提出问题。

学了这篇文章，围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来事

物更多更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先生

的观点？”进行讨论争辩，经过这样有意识地训练，使

学生形成了一种“不会提问，就是不会学习，就不是一

个会思考的人”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培养了学生的问

题意识，凡事问一个“为什么”，凡事要反复思考，养成

了善思考、会学习的习惯。

４、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意

识和实践能力。

任何知识只有和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才是

活的知识，才有生命力，才能体现知识的价值。文本

来源于现实生活，必须回到现实生活，服务于学习、生

活，才能体现学科内容的价值。

因此，要重视学生的人文意识的培养，使学生能把

课堂所感悟到的认识,投射到现实生活,从而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

如在《离太阳最近的树》这节课的教学中，我从生

活实际出发，自行设计一张贴近生活实际的“生活中的

环保活动调查表”填写。实际上填写调查表的过程，就

是“关注自我的生存环境”的过程。这样的设计紧密联

系实际，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通过填写调

查表,让学生感受到语文学习的外延就是生活，增强了

学生的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感情,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的能力以及保护生存环境的社会责任感。

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二分校  李敏

【小结】

要使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真正畅通无

阻，教师在组织教学时必须做到： 

教学设计要有创新思想，有教师自己的

思考与体悟。主要看是否符合大纲的教学要

求，是否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相适应，是否能适

应时代的需要。

课堂上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凡是学生能

自己探索的东西，决不代替；      

凡是学生能独立思考解决的问题决不提

示；凡是能学生合作学习解决的，就大胆放给

学生；凡是需要教师讲解的，教师就要讲到点

子上。

多种教学方法组合应用。课堂教学应该是

探索、研讨、讲解、串讲、课件演示等多种方法

的结合，应体现师生共同研读、解决问题。

通过有效地途径和方法，营造生动活

泼、主动学习的课堂气氛，最大程度地激发学

生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做到源于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教师要

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

计教学活动，做到尊重大纲，用活教材。让学生

在文本的学习中感受到学习的快乐，进入审美

的境界。

让语文课堂焕发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