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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文旨
“初心处”坚守

提倡多元化解读，并不是要一味地“反常规”和抛弃
“传统”，更不是挖空心思地“标新立异”。其实每一篇文
章都隐藏着写作背景，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还肩负着育
人的使命。因此，无论是老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不
能脱离这份“初心”，要真诚地与文本对话，切勿走向“唯
我论”的极端。

如下面例子：课堂上正在教学《清平乐·村居》，老
师带领同学们进行想象、交流。老师问：“同学们，词中

‘醉里吴音相媚好’这一句，肯定给你们带来遐想。老
两口谈得如此开心，到底讨论什么话题呢？”学生答：

“可能在讨论三位儿子谁最优秀？”老师顺着学生的思
考，引导学生继续讨论：“有道理，那要不，咱们也来点
赞一下三位儿子中你认为最棒的那一位！”“大儿子最
棒！他最勤劳，最会种田。”“二儿子更好！他会竹编，
多才多艺。”“我只知道小儿子是最懒的。”此时，虽然大
家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显然远离了老师想“点赞”
的期待，也破坏了作品“和谐、温馨、美好”的氛围。老
师这时就需要坚守作品“初心”，及时“拨乱反正”，避免
发生“脱轨”意外。

拓展文意
“留白处”留心

每一篇文章都蕴含着某种意义，阅读教学其实就是
引导学生去发掘、体验、拓展文意。

文意，有的会鲜明地呈现在对人物言行举止的描写
当中，有的则会被习惯性地安排在作品开头或最后，以
作“点睛之笔”。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些“路人皆知”的途
径去“捡拾”文意，这样的做法可能让学生感觉不够深
刻，也缺乏情感共鸣。我们要关注到文章的“留白处”，
这往往是读者与作者深入沟通的“捷径”。引导学生去
发现、想象和填补“留白处”，既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又能让他们更轻松地触碰到文章的灵魂。

例如：在教学冰心的现代诗《繁星（七一）》时，“月明
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一句该如何理解。如
果仅仅是缘文生义，解释下来只不过是三个简单的偏正
短语而已，难以让学生感悟到童年时光、温柔母爱以及
生命如歌。此时，老师就要及时激发学生的多元化思
维，以提问的方式驱动学生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对诗歌
的“空白”进行个性化的“渲染”：“‘童年’‘月朗星稀’‘院
子里’‘小冰心（你）’‘妈妈’，这些要素是如何组成一个
温馨的故事的呢？”在学生们精彩纷呈的回答中，诗歌的
多义性得到充分体现，也让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
这个作品的灵魂——“美好的童年”“深沉的母爱”能成
为跨越时空的永恒话题。

感悟真谛
“动情处”留情

文章真情需要学生在品读中充分感悟，在动情处
充分体验。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情感的激
发，而不是在作品的解读中“字字计较”，因为“动情
处”自有“真情在”，只要能触碰到那根“情弦”，“波澜”
便会随之而起。

如《桥》，虽然这是一篇微型小说，但是里面的情节
跌宕、情感强烈，好比一部情感大戏。教学时，老师要把
感悟、体验作为重点，而不需拘泥于“文中出现了几次关
于洪水大雨的描写”等问题。课堂上，可以以“情”为重
点进行深刻体验，例如提出“老汉的‘怒’你能体会多少”

“小伙子的‘怨’你能体会多少”“老奶奶的‘爱’你能体会
多少”“对于生命的价值你能体会多少”等问题，让学生
在角色代入中获得更丰富的情感体验，从而深刻地感悟
到生命的真谛。

多元化解读，能让每一个学生成为阅读的主人，为
阅读教学课堂带来更鲜活、灵动的体验，更好地拓展教
书育人的维度。今后，我们
应该在这方面不断进行探
索，以寻找更高质量的阅读
教学方法和途径。

在古诗词教学中厚植家国情怀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有关家国情怀的古诗文，它们凝结着古人智慧，汇集了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精粹，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家国情怀、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古诗词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江门市紫沙小学 容少敏

创设情境 链接生活
许多古诗词是诗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创作而成的，这也让学生难以对诗词内容产
生共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创设适当的教
学情境，适时补充资料，实现与学生生活的链
接，引导学生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对
诗词内容进行解读，融入诗词所营造的意境
之中，体会作者抒发的情感，可以更有效地激
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例如在学习四年级上册《出塞》一诗时，
为了让学生体会驰骋沙场、保卫边疆的战士
们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本人事先搜集
了历史上的边关、历史上的名将、今天的边防
等相关资料，进行加工整理。看到《长津湖》
的视频和中印边境冲突事件中牺牲的河南小
伙王焯冉、肖思远的事迹时，同学们都肃然起
敬，有的还流下了眼泪，接着本人播放了《祖

国不会忘记》的音乐来创设情境，并吟读诗
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让
不少学生深受触动。

知人论世 榜样激励
为了让学生走近爱国诗人陆游，理解陆

游一生对收复国土失地的执念，本人会在课
堂上讲述金兵南下攻打北宋的历史，在课堂
上拓展相关古诗词，为学生理解诗人的爱国
情怀搭好“梯子”。

课堂上，学生在“靖康耻，犹未雪。臣子
恨，何时灭”中了解靖康之乱，感受国土丧失
的耻辱；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
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时体
会中原沦陷后遗民受尽磨难，而南宋朝廷却
是一片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天壤之别。通
过解读历史，学生们更能理解遗民的期盼，此
时，再对陆游的生平进行简介，让学生进一步

感受到陆游的“拳拳爱国心”。这样的教学，
可以很好地树立高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形象，
引导学生激发民族情感，树立更加远大的报
国志向。

实践拓展 情感升华
每一首诗词犹如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合

理串联便可成为美丽的项链。通过主题实践
拓展活动，就可以串联起多首诗词，让学生有
更充分的情感体验，厚植家国情怀。

朗读吟诵，通过清晰响亮的声音把文章
读出来，可以使无声的书面语言转化为声情
并茂的有声语言。古诗词中所寄寓的家国情
感，需要学生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来与其产生
情感共鸣，进而领会其中的深情真意。同样
是边塞诗、军旅诗，五年级下册王昌龄的《从
军行》与陆游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有着截然不同的情感基调，又都包含着同样

深厚的家国情怀，这需要老师带领学生进行
情感化诵读来体会诗中的深情。学生通过对
情感的正确把握和有效融入，就可以读出诗
词中所蕴含的浓烈家国情怀。

我们还可以进行趣味演诗，将那些叙事
性强、有一定情节、适合进行角色表演的诗
词，改编成剧本，实现文学、表演、音乐、舞蹈、
美术等不同学科的有机结合，创新古诗词教
学的形式，让学生通过参与体验，感悟古诗词
的魅力。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历史
长河中愈发耀眼。语文老师要立足诗词课
堂，不断挖掘古诗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渗
透爱国情感教育，提高学生文化修养，让学
生在诗词学
习中找到自
己的精神家
园。

少先队实践活动中如何增强学生自主体验

自主体验的重要性
少先队实践活动要增强儿童的主动性、

创造性和实践性。首先，自主体验能够激
发少年儿童的参与热情，使他们在活动中
更加投入和积极。其次，自主体验有助于
培养少年儿童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使
他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综
合素质。最后，自主体验还能够促进少年
儿童的自我认知和发展，使他们在活动中
不断反思、成长。

如学校大队部可以把为家庭生活服务设
置为“小岗位”，组织队员们以“当一天爸爸、
妈妈”为任务进行家庭角色扮演，去观察和了
解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开展打扫卫生、买菜
做饭、照顾老人、邻里关系沟通等体验活动。
在活动过程中，学生体验到父母的社会角色
以及所需承担的家庭责任，从而明白了生活

中不同角色都有各自的定位和责任，也能让
学生理解家长的不易，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家
庭沟通氛围。

增强学生自主体验
在策划少先队实践活动时，应注重活动

的自主性和实践性，让学生有足够的空间去
探索和尝试。

实践活动应让学生能直接感受到挑战性
和趣味性。如每学期开学初，大队部可以安
排各中队队员布置自己的教室，那么如何让
这项活动更具有挑战性？首先，要让少先队
员们产生主人翁精神，引导他们进行合理的
分工合作，并通过加强主题宣讲、展示、评优
等环节，充分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另外可
以将此项活动写入班务日志，加上教师寄语
等，让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这里得
到充分展现。

在活动中，辅导员应扮演引导者和配角
的角色，鼓励每一个学生大胆尝试，至少参
与到一两项活动中。由于性格特点不同，
某些学生表现趋向于积极热烈，某些同学
则显得相对冷淡被动。此时辅导员应根据
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兴趣偏好和能力强
弱，为他们提供不同程度的挑战和相对应
的支持。高频率、多形式开展丰富的实践
活动，是能让更多学生参与其中的有效途
径。如学校大队部开展“绿色校园”“我是
环保小卫士”“我为校园添绿”等活动，让更
多的少先队员体验到为校园出力的成功
感、喜悦感。

如果能为少先队实践活动营造一个宽
松、和谐、积极的氛围，学生们在活动中将会
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让实践活动
取得更好的效果。营造氛围通常可以通过鼓
励学生们相互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分享实践

的经验和成果来实现。例如，在我校的四年
级“我们十岁了”中队活动中，辅导员选择了
大胆放手，仅给出一个主题，其他部分由队干
部去组织和策划方案，同时让全体队员都参
与其中。中队活动课现场有声有色、场面温
馨，活动中的互动问答环节，一度让在场的家
长及队员感动得热泪盈眶，活动课的每个环
节都得到现场观摩的领导、家长的高度评价。

我们应该不断挖掘出更多适合少先队
员们的自主体验教育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
体验活动，为教育带来新生机，让队员们在
实践中增长知识，在体验中感悟人生，在潜
移默化中将做人做事的道理转化为良好的
行为习惯，更主动
地适应新的时代、
新的社会，争当新
时代的小小追梦
人。

少先队作为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承担着为少年儿童培养良好品德、锻炼实践能力的重要任务。少先队开展的实践活动是培养少年儿童综
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应当把增强学生自主体验的思想贯穿于各项活动，让少先队员成为活动的主人，在活动中取得成长和进步。

新会区平山小学 廖巧瑜

浅谈阅读教学中的
多元化解读

阅读文章其实就是读者与作者沟通的过程，而
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生活经历和审美追
求，在品读时也会产生个性化的思考，获得独特的情
感体验。阅读教学应该成为师生合作深入发掘文本
内涵、拓展文义的过程，老师需要带领学生进行多维
度思考，驱使他们进行多角度探索，助力他们在阅读
课堂上彰显个性，提升阅读综合素养。本文旨在探
讨如何引导学生在阅读课堂上对文本进行多元化解
读。 江海区滘头小学 陆伟雄

在数学教学中融入五育元素
《数学课程标准》提出，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让每个学生都有成功的体验，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里也包括数学待进生，那些因为思想认识、学

习态度、思维能力等各种原因导致学习数学困难、成绩跟不上的学生，容易自我否定，对其将来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关注每一位数学待进生，让他们自
信地学习，是每一位老师应尽的职责。本人将五育元素融入数学教学中，实践立德树人的理念，促使这些数学待进生实现转化，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得
到发展。下面谈谈如何在数学教学中融入五育元素。 台山市台城中心小学 刘彤

思想决定着行动，数学待进生学习跟不
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认识不到学习的
意义，导致缺乏学习动力，遇到学习困难时
容易自我放弃。数学教材里有许多富有思
想教育意义的德育元素，本人充分发掘这些
元素，让它们成为转化学生思想的有力武
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到学习的意义和重要
性，从而产生“我要学习”的积极思想动力。

数学是一门思维性较强的学科。随着
年级的上升，教材内容的难度不断增高，有
部分学生因为本身的思维能力、学习方式等
原因，逐渐跟不上班级整体的学习进度，成
为了数学待进生。根据这部分学生的特点，
本人抓住智力元素，实行因材施教，布置分
层作业，着力提升待进生的计算能力。基于
待进生接受能力的差异，本人更侧重使用直

观教学，将生活与数学联系起来，通过实践
活动让待进生掌握知识要点，在作业上则
进行了分层设计，让他们完成符合自己能
力特点的题目，感受成功的喜悦，重拾学习
的信心。

其实，数学教材里同样包含有不少美育
元素，如在学习《图形的平移与旋转》后，在
本人的鼓励下，待进生也可以画出一幅幅
美丽图画，感受数学的奇妙之处，产生对美
的追求。带领待进生发现数学之美，有助
于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激发起学习数学
的热情。

我们也不应该只关注教材内容，融入课
本外的元素，如体育元素、劳动元素，也能促
进数学待进生的转化。

体育运动不仅能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而且还能锻炼学生的意志力，帮助他们培养
吃苦耐劳、不畏艰难的优秀品质。在数学教
学中，本人引入体育元素，让数学与体育运动
相结合，磨炼待进生的意志力，帮助他们培养
挑战自我、不畏艰难的品质，增强学习信心。
如在学习《条形统计图》后，本人就在班中开
展了一项小组体育打卡活动——一分钟跳
绳。在这个过程中，待进生从开始的不愿意
跳到后来的努力练习、积极为小组争取荣誉，
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责任感和意
志力都有所增强。

劳动能改变人的思想和生活，从劳动中
获取的乐趣也能改变待进生的认识，促使他
们实现转化。数学新教材注重生活与实际的
联系，注重将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在数学
教学中融入劳动元素，就是将数学知识运用

到实际生活的有效途径之一，能快速地提升
学生的数学素养。学习了《小数加减法》后，
本人给待进生们布置了一项实践作业——超
市采购，在这次采购中，他们加深了对单价、
数量、总价的理解，又运用了小数加减法的知
识，通过核对物品的总价解决问题，特别有成
就感。

在数学教育中融入五育元素，让本人欣
喜地看到了待进生在潜移默化中转化，学
习信心得到增强，实现智力发展和能力提
升。数学待进生跟其他学生一样，也应该
得到重视和引导，
做 到“ 一 个 不 能
少”，这正是立德
树人的真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