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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要使一堂语文课上得生动活泼，让孩子们愿学、乐学，并且学有所获，就应该倡导诗意语文。一堂语文课
应该有诗一样的语言，语文课应该有诗一样的教学形式，而教学形式应该表现在有是一样的课堂导入，富有诗意的教学手段，以及富有诗意
的课堂小结和课后延伸。汉语言文学是我们的国学，在教学中，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去充盈其精神，陶冶学生之性情，以达成生命的自我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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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在阅读《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这一本书时，被《行吟

在诗意语文的路上》一文吸引住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著名特级教师王

崧舟写的。王老师在文中提出，“我们追求语文教学的诗意旨在追求一种

诗意的人生，引导学生从语文学习中发现诗意，感受诗意，在充满诗意

的语文教学气氛中探求人生的意义和家园”。品后感悟：当今的应试教育

逼迫着大部分教育者用灌入式的教学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学内容只

有字词的识记，句子的训练，阅读题的题海战术，甚至连作文都要死记

硬背，结果使学生的思维僵化，上交的作业千篇一律，毫无生气和新颖

感可言。 

学习了王老师的诗意语文教学理论之后，我结合了自己的教学实际

谈谈以下几点体会。 

1 语文课堂应该有诗一样的语言 
教师授课时可以一咏三叹，语速适中，在必要的时候，激进昂扬。

不管是老师的领读或提问，或是学生的朗读或背诵，语言都应该富有诗

意。要说得精辟，有表现力和穿透力。 

比如我在教学《灯光》一课时和学生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老师：文中第二次出现的“多好啊”是谁在什么情况下讲出来的？

他看到了什么觉得多好啊？ 

学生：郝副营长划着一根火柴，借着微弱的亮光，看到书上的一幅

插图，不由自主的说“多好啊！” 

老师：就这么一副普通的画像，为什么郝副营长看到后憧憬着多好

啊！ 

老师和学生一起深情补白：那时候的社会没有——没有——没有—

—就如同郝副营长所说,“赶明儿胜利了，咱们也能用上电灯，让孩子们

都在那样亮的灯光底下学习，该多好啊！” 

老师：这样的生活不单是郝副营向往着，人们都是这样憧憬的。 

由此可见，在教学语言中，提问语言，讲述语言，和评价语言，尤

其需要注意造型，充满诗意的语言造型，对学生的影响和感染都是潜移

默化的，深远的。 

2 语文教学应该有诗一样的课堂导入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课前的导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有效的课前导

入，犹如乐器的影子，续曲的序幕可以调动学生的情绪，使学生注意力

更加集中。 

王崧舟老师的一句话说的非常精辟，“教学氛围的诗意主要在于它深

含着的情感价值，氛围是一种‘场’，氛围的诗意是一种场的效应，在一

个诗意的‘场’里，教师与学生总是全身心的投入其间，或设身处地、

或身临其境、或感同身受、或心驰神往，共同进入一种‘审美自失’的

精神状态。” 

比如在我教学《乡下人家》时和学生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老师：同学们，刚刚我们听了一首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并且

欣赏了美丽的乡村生活的图片，领略了乡下人家那独特迷人的风景，你

想不想亲身去乡下走一走呢？ 

学生：想去。 

老师：你觉得乡下人家应该有什么样的风景呢？ 

学生：乡下人家应该好似仙境一般，有竹枝摇曳、流水潺潺、野花

遍地、鲜果飘香，动物们自由自在的生活着。 

老师：同学们的想象真丰富，这节课就让我们追随着作者一起走进

乡下人家，用心去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吧！ 

以上环节通过音乐图片、师生之间的描述让乡村风光已经在每个学

生的脑海中显现出一幅画面，在老师创设了诗一般的教学情境之后，学

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激发，产生了求知的欲望，将学生调节为了 佳状态。 

3 语文课堂中有诗意的教学形式 
在讲授新课的过程中，要以新颖的，富有诗意的教学方式去代替陈

旧的，呆板的，灌入式的教学手段。 

在一年级上册有一首儿歌《在一起》内容是这样的：“小黄鸡，小黑

鸡，欢欢喜喜在一起，刨刨土，捉捉虫，青草地上做游戏。”我觉得如果

要把这堂课上得生动活泼并且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老师可以在这

首儿歌上做文章。我编了一个小小的剧本，让孩子们上台演一演。我让

孩子扮演小黄鸡和小黑鸡的角色，而老师则扮演鸡妈妈的角色，先教会

学生小鸡刨土和捉虫的动作，然后指导一下小鸡们做游戏的动作，再请

两个同学上台扮演小黄鸡小黑鸡的角色，配上欢快的音乐让小演员在同

学们的朗读声中和老师一起表演。我还让学生自由地举手，互相组合上

台表演。以这样的形式激发孩子的表演欲望和学习兴趣，老师和学生在

富有诗意的教学环境中进行教学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4 语文教学中富有诗意的课堂小结和课后延伸 
在听了王崧舟老师执教的《爱莲说》后我颇有体会。当时，王老师

和同学们分析完课文内容之后，进入了课后延伸环节，在音乐声中，王

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探讨了莲花的品格具有哪些象征意义：出淤泥而不染

象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濯清涟而不妖象征着纯洁自然不显妖媚；中通

外直象征着内心通达，行为正直┅┅。理解了莲花品质的象征意义之后，

王老师先后出示了文学家鲁迅和新中国的第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画

像，并和同学们一起朗读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领略了鲁迅先生刚正不阿，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甘愿为广大劳苦人

民谋利益的高尚品格；通过讲述周恩来的故事，让同学们感受了周总理

一生甘守清贫，忧国忧民，乐于奉献的博大胸怀。整个课后延伸在优美

的音乐中开始，又在优美的音乐中结束，让学生在这样的情境中感受到

了诗意语文的魅力，使其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 

5 结束语 
汉语言文学是我们的国学，如果在教学国学时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

内涵，就违背了语文教学的初衷。诗意语文就是要把外在的信息变为内

在的东西，进行消化，实现自我。诗意语文，更为关怀的是在引领学生

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养成习惯的过程中，启迪其智慧，陶冶其性情，

温暖其心灵，充盈其精神，达成生命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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