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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位名人说过：“爱在左，情在右，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经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每当读起这样的经典
名句，内心都会有一份感动。现在的课堂教学都在倡导生命课堂，这种课堂就是一种有生命的教学，“活人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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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孩子满怀憧憬地走进校园，开始他生命体验的时候，我们的

语文课堂，就应成为学生生命世界中的一片葱茏绿洲，成为学生精神世

界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学生心灵世界中的一股清凉甘泉。要让我们

的语文课堂，流淌生命的活力；要让我们的语文课堂，充满无限的魅力；

要让我们的语文课堂洋溢生命的激情；要让我们的语文课堂碰撞生命的

火花。 

1 语文课堂是彰显和谐、倾注关爱的课堂 
我们的语文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对文本不断探究和感悟的过程，它

需要学生对学习活动怀有浓厚的兴趣和饱满的热情，需要师生间的信息

交互和情绪感染。当我们的教学氛围充满民主、充满和谐时，当师生间

充满真诚的信赖和对话开始时，那种思维的碰撞和交流，那种情绪的共

鸣与激荡，就会使教学活动进入高潮迭起、妙趣横生的境界。当然，学

生学习语文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曲折的过程，需要学生有良好的态度和

坚强的意志。而和谐的师生关系则能成为学生学习语文道路上的一个有

力的依靠。当学生书没读好时，我耐心地等等他；当学生问题回答不上

来时，我能耐心地给他些启发、点拨、指导；当他的朗读有了进步时，

我也能毫不吝啬地给他一个赞赏的“大拇指”。 

爱是教育的永恒话题，没有爱便没有教育。正因为有了爱，一个个

教育的神话、奇迹便应运而生。爱是一种信任、一种尊重、一鞭策、一

种激情、爱更是一种能触及灵魂，动人心魄的教育过程。 

德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里反复提到，

人格平等、富于爱心的交流对话是全部教育的基础。 

爱的教育并不是挂在嘴上的，不是语文课上奢侈的点缀：爱不仅仅

是微笑，更是一种教育心态；爱是对个体健康的欣喜，是对生命挫折的

忧虑；爱是真诚，是对孩子们自尊的保护。 

总之，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非常注重与学生进行思想沟通，注

重进行情感交流，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们，用我的一个亲切眼神，一个爱

抚的动作，一句鼓励的话语，让学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们是被我关心

着、注视着、爱护着。这样学生能把这种关爱化作学习的动力，进而提

高学习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记得有一次，我正激情洋溢地和同学们一起

学习课文，班里的一位小男生塞给我一张小纸条：“老师，上语文课我特

别开心，我好喜欢你，好喜欢你的语文课哟！”这份特殊的“情书”让我

进一步明白了：当真诚、和谐的师生关系逐步形成时，就会激荡起师生

心中无限的温馨，从而为教学活动注入不竭的生机与动力。这样的课堂，

才是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 

2 语文课堂是洋溢温馨、充满情趣的课堂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课堂应该是情趣和梦幻的栖息地，让课堂充满情趣，充满温馨，不

仅是孩子的心理需求，也是语文学科教学本身的要求。学习，首先吸引

学生的是愉快的情感体验和回味无穷的精神滋养。所以，我认为：语文

课堂应该是温馨的课堂，只有在充满温馨、充满情趣的氛围中学习，师

生的情感才能同时运动，相互碰撞，才能促使学生以最佳的心情投入到

学习中去。俗话说：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光，对击始发灵

光。课堂上，我用我的热情洋溢，换来学生激情似火；我用我的眉开眼

笑，换来学生的眉飞色舞；我用我的欢声笑语，换来学生的莺歌燕舞；

我用我的柔情似水，换来学生的情深似海……我乐意用我的情感去触摸

学生的情感，用我的情感去领悟学生的情感，用我的情感去交融学生的

情感，力求在语文课上给学生的生命铺上一层温暖、纯净的底色。课上，

那种心与心交流的情感撞击，带给我和学生同品共享合作学习的快乐，

带给我和学生一段曼妙丰盈的心路历程。 

在我们的周围确实有许多我们称之为“差生”或“后进生”的孩子。

这使我们感到很忧虑。有些老师经常当着同学匀的面说“真没出息”，“笨

死了”，“你瞧瞧，又错了”。我并不是说不可以批评孩子，我是说这种武

断性的评价语言危害极大。从老师来讲，它忽视了生命的差异，久而久

之会形成漠视生命的消极心态；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他们从老师的眼

神、语气、词语中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他们并不知道这只是某一种主

观衡量，他们会以为就这是客观的事实，也许以为自己真的就是这样。

幼小的生命可能就种下了自卑或者是蓄意破坏的种子。想像这种失败的

生命，我们应该负多么大的责任啊。 

3 语文课堂是珍视个性、充满童真的课堂 
记得钱梦龙先生说过：语文教师是一个悲壮的角色。是啊，当语文

学习背负诸多人为的压力时，原本富有内涵的语文在功利教育，“听话”

教育，“实用”教育面前变得面目全非了。为了几分之争，逼迫着学生去

做机械练习，是啊，在机械的操练中，学生可能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但他们却失掉了学习语文的全部兴趣、全部党的激情、全部

灵性。得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失去的东西我们未觉察，当我们沾沾自

喜地陶醉在得到的冰山一角时，我们却在茫然无知中失去了冰山的根基。

这样的语文学习，学生是枯燥着语文的枯燥，我们是痛苦着学生的痛苦，

在那种程式化的解读中，学生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缺乏自由的精神空

间。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的，学生是精神生命旅程中自由的思想者，要真

正地解放学生，就要给学生的思想松绑，让他们用自由的身姿舒展生命

的惬意，在神思飞扬中真正地拥有自我。给思想松绑，就要让我们的语

文课堂成为学生最能展现独特个性的课堂。语文是儿童的，语文是为了

儿童的，语文只有融入儿童的精神世界才有意义。我们要帮助学生冲破

各种无形的束缚，徜徉在语文那色彩斑斓的天空，释放自己的本真，在

自由的空间里，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用自

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智慧大胆质疑，大胆发现，大胆表达自己

虽然带着稚气童真却充满想像，充满灵气的心声。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要让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

让学生永远处在快乐、愉悦、赏识被重视的情境下，他们的心情永远是

阳光，灿烂的。他们一定会从成功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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