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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邮中等专业学校 管研真

在办公室里、在课堂

上，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

师这样训斥学生：“这种题

型不是刚刚和你们讲过

吗，怎么还不会做？”老师

们私下闲聊时也常这样抱怨：“一种题目已经教

过三四遍了，但许多学生仍不会，真有点不知道

怎么教了！”我常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当看到“对牛弹琴”的故事时，我不由得突然

醒悟，作为教育者，我们除了抱怨学生外，是否考

虑过我们的教学内容、方式、方法，学生们能接受

吗？

大家都知道“对牛弹琴”这个成语，毛泽东同

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早就指出：“对牛弹琴”这句

话，含有讽刺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

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里去，那就只剩下讥笑

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于丹教授在所著的《趣品人

生》中，特意提到这个成语的来历：“公明仪为牛

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

转为蚊虻之声，孤犊之鸣，即掉尾奋耳，蹀躞而

听。”据一些养牛业人士经验，牛听了某些音乐

后，确实会获得一定的放松，对提高牛肉质量有

利，对牛弹琴也变成了一种辅助饲养牛的手段。

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即使我们对牛弹琴，只要

“合其耳”，牛也会得到陶冶的，更何况我们面对

的是一群学生，是一群朝气蓬勃、健康向上、求知

若渴的祖国的未来接班人呢？

当遇到一些怎么讲学生都不能理解的问题

时，我们教师常会在懊恼之余，私下里用一句“真

是‘对牛弹琴’”来自嘲。知道了“对牛弹琴”的故

事后，我知道，我们不应该指责学生的学习态度

和能力，教师的职责之一就是“有教无类”，要更

多地采用学生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进行

教学，要更多地反思我们的教学：讲授的内容是

必需的吗？问题是合适的吗？学生在情感态度上

能接受吗？有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交流而让要讲

解的问题成为学生自身的

需要？

面对一头牛，如果都

不知道它能听懂什么，弹

琴者就自顾弹起自己的

“高山流水”，牛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对牛弹

琴”的故事提醒我们，教学要根据学生的已有水

平，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前苏联心理学家

维果茨基认为，学生的已有水平与学生在教师的

帮助下能达到的水平之间有一差距，这一差距就

是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如果教学能按学生的

“最近发展区”来设计和实施，必然能使学生获得

“原则上新的东西”，从而使教学既不仅仅跟随学

生已有的发展成果，也不是对学生的简单机械灌

输，而是真正建立起教学与学生发展之间的桥

梁。一条题目讲了多少遍学生仍没有掌握，如果

该题真是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那只能是我们教

师没有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没有利用学生的

已有水平来设置好问题的台阶，把本来应分成几

个台阶的问题，当成一个台阶来灌输给学生，这

样的教学就脱离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学生怎

么能掌握呢？

叶圣陶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发表了

《瓶子观点》一文，叶老通过通俗形象的比喻，坚

决反对教师把学生当瓶子，把学生脑袋当容器，

将知识机械地往里填，他主张：“必须使所学的东

西融化为学生的思想、感情、行动里，学生的思

想、感情、行动确实受到所学的东西影

响，才算真正有了成效。”通过“对牛弹

琴”的故事，我想，教学要有真正的成

效，就要坚决抛弃教师的自以为是，切

实根据学生的实际，找准学生的最近发

展区，这样才能使他们的潜能成为真实

的能力。

但愿我们所有教师都不要成为被

人讥笑的“弹琴者”！

“下回分解”与“下回再说”
!

市武宁初中 秦一义

章回小说，每一章末尾都有“下回分解”四

个字；说书人说到紧要处，也打住了：“欲知后

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叫“扣子”，也叫“包

袱”。它调动了读者（听、观众）的胃口，不得不

逼着读者继续看下去，不得不让听众（观众）下

次再到书场埋单。“下回分解”的魅力之大略窥

一斑。

与“下回分解”妙用不同的是“下回再说”，

现实生活中有无限的“下回再说”，且不管它，

小文单说教学上的“下回再说”。

有老师讲课，讲到关键处，不再往下讲了，

对学生说：“你们先看书，有什么问题下回再

说。”你当是该教师在使扣子，设包袱？才不呢。

下面关键性的东西，他当然也是要对学生讲

的，不过，后来的教有别于班级授课，也不是在

学校。有家长愿意付出些经济等代价的，孩子

就有幸到他家里去“聆听”。如果把“货”全“卖”

给了课堂，还有什么“本钱”搞家教？

有学生在课上提出了一个老师预料之外

的问题，这叫学生的“生成”，可是，学生的“生

成”在老师的“预设”之外，有老师有“难言之

隐”———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一时没有把握解

答，需要下课后做番研究，老师对学生说：

“你提出的问题下回再说。”以后上课他真

的作了解答，兑现了“下回再说”，让全班同

学感到满意。

这当然是值得可圈可点的，老师不是

神仙，也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孰能无惑?

有惑先自解，然后才“使人昭昭”，值得钦佩。

但糟糕的是，有的老师竟然剥夺学生的话

语权，他只一味地按“预设”办，无视于学生的

“生成”，学生提出有价值的东西，不做正面引

导，耐心地解答，生怕打乱了教学程序，完不成

教学任务，于是敷衍地对学生说：“这个问题下

回再说。”学生期盼“下回”，但令学生纠结和失

望的是，多少个下回过去，他始终没说。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们的教学需要“下回分解”，让所应教的

知识，一环套一环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盎

然的气氛中愉快地接受，达到“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境地；我们的教学当然也回避不了“下回

再说”，如确实这堂课时间不够，可以下一堂课

再说无妨，如确实有问题不便立即解答，可以

“下回再说”。我们最不希望的“下回再说”变成

下回“低三下四地说”，或让“下回再说”变得

不闻不问、不了了之，以漠视的态度对待学生

的问题。

总之，教学上，多一些“下回分解”，少些受

窘的“下回再说”，杜绝私欲的“下回再说”。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策略
!

市树人小学 凌伶

新课标突出了语文教学中长期以

来不被重视的一个问题———情感教

育。因此，我们要把语言能力的培养融

入到蕴含着丰富、积极、愉悦的情感氛

围中。可以说，情感是教学中的润滑

剂、催化剂。那么在教学中如何有效地

进行情感教学呢?

一、在品词析句中感悟情感

阅读教学的基本环节是字词的教学。字的教学

没有在字音上作机械认读，没有对词意进行孤立讲

解，而是先让学生想象相关画面，形象地感知；接着

联系上下文理解。如此赋予过程以情趣性，学生于

语境中，于生活经验中，不仅理解了词语的意思，还

理解了词语包含的意蕴，心智亦受到启迪。在阅读

教学中，品词析句是触摸作者丰富的内心，感受作

者跳动的思想，揣摩作者思维的过程。通过对一个

词一句话一段文字的仔细品析，含英咀华，想象作

者脑中景，心中情，胸中境，笔中意，丰富作者的精

神世界，鲜活作者深刻的思想，还原作者的思维过

程。我们看到课堂上，学生在教师具有张力的问题

引导下，围绕文本作者之思之情之感进行思考、品

味、讨论，领悟作者的写法，在文中走一个来回。

二、在放声诵读中体验情感

新课标中这样说：“课程目标根据知识和能力、

过程和方法、情感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三个方

面相互渗透，融为一体，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

高。”而诵读在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方面能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情感体验的作用。重视诵读，

是让学生进行主体的独特感受、体验，在诵读中才

充分获得情感体验。在放声诵读中，学生受到作品

的感染、熏陶和启发，有助于审美能力的提高，有助

于对文本情感的体验。“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

后识器。”重视诵读，就是重视学生用自己的生命体

验语言艺术的基本方式！这本来就是一种最生动、

最鲜活的课堂教学方法。让学生从课文中读出语气

中的轻重，读出声调中的抑扬，读出节律中的舒缓，

读出韵味中的雅俗。读出凝重，读出舒坦，读出眼

泪，读出欢笑，读出情感，读出境界！语文老师，请你

记住———让你的学生在课堂上放声诵读！

三、在意境欣赏中理解情感

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师要有清醒意识，引导、启

发学生的联想和想象，在意境想象中深切感悟情

感，在意境想象中理解情感。读意境优美的文章，就

要有丰富的想象，在丰富的想象中可以更好地理解

作者的情感。读者可在产生的丰富想象中分享作者

对自然美的感受，理解作者的情感和心境；意境的

想象不仅限于情景想象，过程想象也是理解情感的

重要一环。苏轼的《清平乐》“醉里吴音相媚好”就

是典型一例。作者通过奇妙的想象，把夫妇之情、和

谐之意，熔铸在一起，意境极美。学生在阅读中随词

人的奇思妙想产生一个丰富的想象过程，从而更准

确地理解词人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以及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四、在写作实践中培养情感

语言是情感的载体，情感是语言的内蕴，语言

文字的训练如果不能与情感的体验融为一体的话，

这种训练将会显得枯燥乏味，最终苍白无力。因此，

语言训练与情感体验是相辅相成的。实际操作中，

我们须寻找语言和情感的结合点，引导学生因为

“情动”而“辞发”，实现语言训练与情感体验的和谐

统一。

1、读写结合，在课堂教学延伸训练中培养情

感。我们可以根据课文所教的内容，进行延伸训练。

语文教材中，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有着引人

入胜的深邃意境，有着凝练生动的优美词语，有着

强烈感人的抒情色彩。教学中，如果能以教材为本，

凭借教材，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内容，产生情感体

验，延伸课文内容，读写结合，有效地进行语言文字

的训练，让教材激情传神，让作文真情感人，无疑将

使我们的课堂教学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也会使

我们的学生更具人文精神。

2、抓住写点，在作文教学专门训练中培养情

感。在专门的作文训练课上，语文教师可以有意引

导学生写作有情感内容的题材，借此培养学生的健

康情感。（1）在切身的感受中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2）在理解先进人物中培养学生服务他人的高尚情

感。（3）在理解生活的真谛中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

情感。（4）在解读亲情中培养博爱情感。

总之，忽视情感教育的教育是一种不完整的教

育。只有充分重视培养健康完善的情感对青少年身

心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切实地把它落实教学工作之

中，我们的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具有高素质的一代

人才。

触摸都市
!

高邮中学高一（
!"

）班 管雨露

都市有着乡村永远不

可比拟的魅力与霸气。三十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一股

一股的民工潮不断往大城

市涌进；2008年的奥运会

从开幕式恢宏的中国文化

到最后的金牌榜首位北京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2010年的世博会又一次见证了上海作

为国际大都市的魅力。

可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的人们

穿行在鳞次栉比的大厦、车水马龙的街道、

晃眼迷人的霓虹灯……繁华的背后又隐藏

了多少人的迷失？钢筋混凝土的坚固世界里

人与人在渐渐地疏远。当乡村的农民们从田

间归来坐在一起唠家常、谈笑风生、享受质

朴的气息时，城里人只能围坐在巴掌大的

“铁笼子”里，关上门，只剩自己的生活，来自

街坊邻居的热忱与关怀统统拒之门外。

殊不知，冷漠的不仅是邻里关系。还有

人性！“小悦悦”事件一定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吧，面对那样弱小无辜的生命，过往的行人

就没有一丝的善良吗？暂不说人性的光辉有

多伟大有多耀眼，起码我看不出丝毫人性存

在。类似的事件不绝于耳。

前不久的报纸上就刊登了

这样一则新闻：老人晕倒在

路口没有人伸出援助住之

手，一位外国人拨打了120

站在路边对中国人破口大

骂。我想，繁华终究掩盖不了丑陋。无论经济

发展怎样迅猛，我们中国人留给世界的印象

还是那有钱没素质的暴发户吧！

都市的高消费迫使很多人的生活中充

满了铜臭味。一心向“钱”看成为不少人的生

活准则。有人不断地炫富，有人不断地仇富。

爱马仕在中国的销量早就超过了LV，只因

为它更贵。“拉菲遇到蒜泥白肉”简直是对味

蕾的残害，可拉菲的销量却从未因此减少。

在不少人的眼里钱不是用来更好的生活而

是为空虚的内心堆砌一层一层的堡垒。其背

后扭曲的生活观念不得不让人深思！

都市那华丽的外表下隐藏了多少浮华、

冷漠、空虚的内心？但愿有朝一日都市的内

质可以如它的外表般美丽动人，但愿所有的

浮华早日被真实与真诚取代。

指导老师 陈杰

读《汤姆·索亚历险记》有感
!

市赞化学校七（
#

）班 于佳辰

爸爸给我买了一本书，是美国作家马

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我很高兴，

顺手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爸爸问我喜欢这

本书吗？我说当然喜欢。———既然喜欢，为

什么不马上读完呢？我说这本书已经属于我

的了，以后有时间有机会读的。爸爸严肃地

说，懒人明天多，趁着有时间多读点书，充实

自己。

我有点不情愿地捧起这本《汤姆·索亚

历险记》，装模作样地翻开扉页。不过，我很

快被作者幽默风趣的语言吸引住了。主人公

汤姆逃学，他的姨妈哈利十分生气，正准备

教训汤姆一顿，汤姆忽然大喊一声：“姨妈，

你看谁来了！”姨妈一转头，汤姆便悄悄地溜

走了。

书中像这样风趣搞笑的情节还很多。

他同母异父的兄弟锡德做错事情，波利

姨妈首先怀疑好动顽皮的汤姆，在这种生活

环境下，汤姆只好离家出走。

离家的汤姆·索亚，无意中发现一起凶

杀案，凭着他的机智勇敢，帮助了

蒙冤的穆夫。甚至还打算过上海

盗那样悠闲的生活，一路上可谓

历尽艰辛———但是他觉得自己俨

然是一位英雄呢。

看完了这本书，我当然不会像主人公一

样离家出走，过着冒险的生活。但是前几天，

作为新生的我在夏令营里的生活，风吹日

晒，有的同学叫苦不迭，离家的我则默默忍

耐，一直坚持到夏令营结束。妈妈看到黑瘦

的我，有点舍不得我住校。看了爸爸给我买

的这本书，我想对妈妈说，我

要像汤姆·索亚那样，克服困

难，锻炼自己。其实我比汤姆·

索亚所处的环境好多了，我一

定好好珍惜在赞化漫长而又

短暂的学习生活，以优秀的成

绩回报爱我、关心我的人，绝

不能让他们失望。

谢谢爸爸给我买的这本

书，谢谢本书的作者马克·吐

温。这本书让我更加珍惜以

后的学习生活———珍重少年

时，不负云和月。

指导老师 梁婷婷

洗茶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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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我闲着没事干，便走

进客厅找家务活儿干。

转了一圈，发现这里的家务活儿

都被勤劳、能干的妈妈干完了。我颓然

地坐到沙发上，突然，茶几上的茶杯让

我感到亲切，忙跑过去，拿起茶杯仔细一看，原来，这是爸

爸的茶杯，里面积了一层茶渍。我看着这茶杯，此时，它好

像在对我说：“哎呀！小主人，你快帮我洗洗澡吧！”想到这

里，我高兴极了，终于有事可干了。飞快地拿着杯子，走到

院子里，打来一盆水，再拿来一把刷子，把茶杯浸入水中，

使劲地刷起来。好一会儿，我以为杯子已经被我洗得一干

二净了，正沾沾自喜时，取出杯子，定睛一看，天哪！那茶渍

和茶杯就像一对好兄弟一样，一点也没分开。

郁闷地站着，无目的地望着眼前

的杯子，一只鸟儿从头顶飞过，像在嘲

笑我呢！一个激灵，我想起了刷牙的牙

膏，牙膏不是可以把我牙齿上的脏东

西给去除掉吗？那茶杯上的茶渍也应

该可以去除吧？

说干就干，我忙找来一把不用的旧牙刷，再在上面挤

点牙膏，就着一点儿水，使劲地刷了起来。就几下，茶杯上

的茶渍全被我赶跑了。

看着焕然一新的茶杯，我心里乐

开了花，想：“我一定得把这个好方法

告诉妈妈，让她以后别为洗茶杯而烦

恼了。” 指导老师陈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