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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得动 ，许多愁
真情打动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一位作家说 ： “教育应是一扇门 ，推开它 ，满是阳光和鲜花 ，它能给孩子

带来自信 、 快乐 ！” 而我要说 ，走进语文的这扇大门 ，炊烟袅袅 ，清香浮动 ，

沁人心脾 ，它会让你与孩子们构建一个充满阳光和鲜花的开放的世界 ，它会让

你领略到更美 、更多彩的大千世界 。 初中生正处在 “心理断乳期” ，他们渴望

独立 ，又不满意父母的喋喋不休和百般呵护 ；他们开始学习关照自我的心灵世

界 ，又与父母有了一种意识上的疏离感 ；他们内心深处渴望着成年人的帮助和

引导 ，又由于自身的各方面能力还不成熟 ，常常出现偏激和较为强烈的情绪波

动 。因此 ，这个特定时期中 ，亲子关系是令很多学生和家长感到棘手的问题 。

对于这样的学生 ，我充分发挥语文的学科教育功效 ，利用情感熏陶 ，达到了对

他们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

〔徐玉秋〕

伴随着轻柔低缓的音乐 ，温馨柔和的背景图片上出现了两行文字 ─ ─

母爱是小溪 ，温柔中携带着絮语 。

父爱是大海 ，平静下涌动着激情 。

“同学们 ，母爱是伟大的 ，父爱是深沉的 。 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那刻起就接

受着父母给我们的恩泽 ，母爱如水一般温婉 ，父爱如山一般深沉 ，这两种爱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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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我们长大 ，呵护我们一生 。 老师希望你们能用心感受 ，懂得珍惜 ，用自己的

一生来解读这份沉甸甸的爱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朱自清先生的 枟背影枠 ，在

默读中去体会那老父亲对儿子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亲情 。”

教室里一片寂静 ，学生边读边用笔圈点着课文内容 。我四处巡视 ，大部分

同学在阅读 ，只有玉峰用红色的笔不断重复圈画 “父亲” 二字 ，眉头紧锁 ，闷

闷不乐 。同学们忙碌的手停下了 ，我问 ： “在文中作者四次提到了父亲的背影 ，

而且每一次的背影都不相同 ，那么 ，哪一次背影描写得最具体 、最感人呢 ？”

学生甲 ： “我觉得是第二次 ，买橘子时的背影 。”

师 ： “你能为大家读一下吗 ？要读出感动 、读出真情 。”

学生甲读 。

师 ： “这位同学读得很好 ，谁来评价一下 ？”

学生丙 ： “他读得很有感情 ，但语速稍微快了些 。”

师 ： “那你能试着为大家读一下吗 ？注意放慢语速 ，感情再饱满些 。”

学生丙读 ，玉峰则露出鄙夷的神色 。

读完 ，学生乙 （评价） ： “他读得很好 ，读出了父亲对儿子深深的爱 。”

师 ： “同学们读得不错 ，听得也很认真 ，下面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

一段描写中哪一句最让你感动 ？请试着说明理由 。这个问题请同桌之间先讨论

一下 ，然后给出答案 ，看哪位同学的答案最准确 、最全面 。”

学生停止讨论 。玉峰高高地把手举起 ， “老师 ，我有个问题 。” 玉峰终于按

捺不住 ，站了起来 。

“请说 。” 我微笑着注视着他 。

玉峰昂首挺胸地走到讲台上 ，卖着腔调读到 ：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 ，两脚

再向上缩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 ，显出努力的样子 。” 同时做了猴子攀杆的

滑稽辅助动作 ，接着玉峰振振有词地说 ： “父亲是个胖子 ，所以 ，可见他在家

中缺少体力劳动 ，他现在的所做也不过是碍于面子而已 ⋯ ⋯ 这里的 ‘攀 、 缩 、

倾’ ，这几个动词用得很好 ，它写出了父亲老态龙钟 ，游手好闲之态 ，尤其是

‘显出’ 二字更体现出了父亲的做作 。”

教室里立即响起的掌声与几个同学的喝彩声交织一起构成了另一曲 “别

样” 的旋律 。面对玉峰的一阵慷慨陈词 ，我哑然了 。我皱着眉头 ，瞪起两眼 ，

不知该如何是好 ，听到后排同学的窃窃私语声 ，更使我无地自容 。 我想发火 ，

想大声呵斥住玉峰这种 “疯狂的举动” ，想到自己每天辛苦的工作和精心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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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准备 ，眼泪在我的眼圈里打转 ，我感到既伤心又委屈 ，站在讲台上不知如何

是好 。大家的目光注视着我 ，似乎期待着我对玉峰同学一顿痛批 ，继而群起而

攻之 ，一场唇枪舌剑仿佛即将在我的眼前展现 。面对着学生的期待 ，我这样做

不等于是宣告自己的无能吗 ？这时的我仿佛也一下子清醒过来 ，一个信念迅速

占据了我整个心灵 ：一定要妥善处理好这一课堂插曲 ，决不能简单 、 粗暴 。 想

到这 ，我脸上的表情舒展开了 ，情绪也平稳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大家 ，停了一

会说 ： “玉峰刚才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老师在你们这一年龄的时候 ，也曾

有过与玉峰相似的感受 ，可是一封普通的家信却改变了我这种固执的看法 。 信

是父亲写给我的 ，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信是这样写的 ：

孩子 ，对不起 ，

我又一次批评了你 ，

看着你涨红的小脸 ，

委屈的泪水 ，

我的心格外难过 。

可是 ，

如果你吃饭时还掉饭粒儿 ，

过马路时还横冲直撞 ，

学习时还咬笔尖 ，

自己的事情不能自己做 ，

那么 ，

我还会批评你 ，因为我爱你 ，我深深地爱着你 。”

我满含感情读完这封信 ，教室里异样的平静 ，玉峰睁着大大的眼睛 ，注视

着我 。我深情地说 ： “也许有同学很羡慕我有这样一个好父亲 ，其实 ，你们的

父母对你们的爱 ，包括他们的文笔一点也不逊于朱自清 。下面我把前次家长会

中父母的心声展示给大家 。”

这是甲同学的父亲写给女儿的信 ——— 枟愿时光倒流枠 ：

朦胧中听见大门的磕碰声 ，睁眼时已不见女儿的身影 ，孩子已上学去了 ，

剩下我孤零零地在屋里坐着发愣 。寒来暑往 ，多少个日子是我陪伴着女儿一起

上学的 。一辆自行车载着父女俩欢快 、温馨的时光历历在目 。 多少次是女儿欢

乐的歌声 、银铃般的笑声和亲切的问候声 ，打消了我生活中的烦扰 。 殷切期待

孩子的成长 ，盼望孩子的自立 ，又迟迟不愿让孩子离开我的视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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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乙同学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信 ——— 枟亲爱的儿子枠 ：

我知道你长大了 ，你有独立性了 ，你开始愿意为我做事了 ：买菜的时候 ，

你的小手被许多塑料袋勒红了 ，都不肯让我拿东西 ；过马路的时候 ，你总是扶

着我的胳膊 ；我累的时候 ，你会马上过来给我按摩 ⋯ ⋯儿子 ，你发现了吗 ？我

知道你很烦我 ，讨厌我 ，但爸爸真的很爱你 ，生怕你受到一点伤害 。 每次你回

家 ，爸爸总会特意安排一些事情令你开心 ，比如 ，妈妈和爸爸的 “拳击” 比

赛 、和你追跑打逗 、出怪样 、 唱怪歌 ⋯ ⋯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想永远和你幸福 、

亲密接触 ，我想让你永远快乐无忧 ，我想成为你永远信赖的朋友 。

听完这两封信后 ，学生都沉默了 ，好多女孩子的眼圈红了 ，有几个孩子很

是激动 。这时我发现玉峰头低低地 ，眼睛中泪珠似乎在打转 ，其实玉峰知道 ，

第二封信就是自己爸爸写的肺腑之言呀 ！片刻沉默后玉峰站了起来 ，满含热泪

的说 ： “因为自己不吃早饭 ，父亲经常批评我 ，我不理解 。每次央求爸爸去给

买吃的 ，爸爸总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父亲怎么能什么都为你做好 。 于是我对

父亲很不礼貌 ，我觉得他总是自高自大 。 现在 ，我很后悔 ，我想对父亲说声

‘对不起’ 。” 教室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久久不止 。

在短短的时间中 ，玉峰的思想得到了一次洗礼 。孩子们认识到了父母对自

己的爱体现在这一声声批评当中 ，一件件琐事当中 ：出门时的一句唠叨 ，天气

变冷时的一句嘱托 ，下雨下雪时的一次接送 ，这些最平凡的小事往往蕴藏着最

博大 、最深沉的父母之爱 。

继而我们又回归课本 ，分析父亲的背影 ，学生很真切地体会出一个艰难的

背影 ，一个感动作者 、感动千万读者的背影中的深刻内涵 。

教学过程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过程 ，而且是师生情感交流的过程 。 语文课堂

中要先有课文中的情感和教师的情感相容 ，教师要 “移位入情” ，让学生设身

处地去读 、去想 、 去体验 ，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 ，进入角色 ，才能有 “三情”

共鸣 ，课堂气氛才能达到高潮 。

语文课要有人情味 ，这是语文课的人文性和情感因素决定的 。编入语文课

本的文章 ，多是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 。这些作品都是作者 “情动于衷 ，不吐不

快” 的产物 。 事实上 ，任何一篇传世之作 ，无不是作者真挚情感的凝聚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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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如何使语文课富有 “人情味” 呢 ？我觉得最为主要的是教师要怀情而教 。

老师 、学生 、课文 、作者 （包括作者笔下的人物 ） 之间是一种面对面的 “对

谈” ，是一种思想的交流 ，情感的互通 。 我们的学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 、 有思

想 、有感情 、活生生的人 ，这就要求教师要在教学中倾注鲜明浓郁的情感 ，用

这种火热的情感去触动学生平静或不平静的心 ，对他们进行是与非 、 爱与憎 、

美与丑 、真与假 、 善与恶的情感教育 ，以情动人 ，以情感人 ，达到 “三情” 共

鸣的艺术效果 。我尝试了创设情境教学法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１畅以情促情

情感是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心理体验 ，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

态度 。语文教材多是文质兼美 、情文并茂的典范文章 。就其思想内容讲 ，既有

对真理的追求 ，也有对谬误的批判 ；既有对未来的向往 ，也有对现实的针砭 ；

既有对英雄的歌赞 ，也有对邪恶的诅咒 ；既有对祖国的爱恋 ，也有对蹂躏过祖

国的恶势力的愤恨 。教师动情在先 ，以自己的感情促进学生的感情 ，使学生更

好地理解文本 。例如在学习 枟小英雄雨来枠 一课时 ，我先给学生讲抗日小英雄

的故事 ：王二小把敌人引入包围圈而光荣牺牲 ；海娃冒生命危险送鸡毛信 ；郭

藤儿爱恶作剧 ，但关键时刻用生命换来全村人的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英雄故事 。

带上教师的主观浓浓的崇敬之情 ，在此情感的熏陶下 ，学生对文本中未知的故

事更感兴趣 ，很快便会理解课文内容 。

２畅以境育情

情境主要是指某种富有色彩的活动 ，造成能产生一种特有的心理氛围 ，它

对人的情感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创设良好的情境 ，就能充分激发学生的

情感 ，提高教学效果 。记得曾经有人说 ： “设置一个问题比完成一个问题更有

难度 。” 我在教学中创设情境 ，尤其是在剖析课文的内容时设置问题情境 ，使

学生在这一特定的情境中学习 ，效果显著 。在上述课例中 ，我就是本着创设教

学情境的原则 ，展开课堂教学的 。在学习 枟孔乙己枠 一课时 ，我将自己在大连

与孔乙己蜡像的合影在班前展示 ，课堂气氛活跃 ，学生兴趣浓厚 。 有的学生

喊 ： “看 ，老师 ！” 在吸引学生注意后 ，我要求学生临摹书中被打折腿后孔乙己

的图片 ，完成简笔画 ，并及时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 “孔乙己这一人物的社

会意义是什么 ？” 这时学生轻而易举地回答 ： “是以丁举人为代表的封建特权对

下层读书人的摧残 。” 在创设的情境中把枯燥的教学变得充满情趣 ，从而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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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语文课堂 ，让学生主动发展 。

３畅以理育情

情感以认知为基础 ，只有晓之以理 ，才能保证学生的情感符合社会要求 ，

行动有正确的方向 ，具有实际效果 。俗话说 ： “知之深 ，爱之切 。” 新教材本身

就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因素 ，在实际教学中 ，我们教师注重挖掘课文隐含的信

息 ，善于抓契机 ，就能在教学中塑造学生的完美人格 ，培养出孩子健康向上的

情感 。 枟拥你入睡枠 是一篇情文并茂的叙事散文 ，文中父亲那份充满深爱的

“温馨而矛盾的心思” 传达出了特定时期父母们的共同心声 。 这正是对学生进

行情感教育的理想素材 ，于是我采用以理育情的方法这样进行教学的 ：在作者

解说的环节我引用作者的话 ———肖复兴曾经说 ： “人其实是很脆弱的 ，伤怀往

事 ，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 ，心里的感受无可言说 。我知道 ，无论过去是对是

错 ，是可以伤感 ，还是可以悔恨 ，都是不可追回的了 。 人可以回过头往后看 ，

但路却总是要往前走 。 过去的路是一张弓 ，只能弹射得我们向前飞奔 ，这就是

我们无法逃避又不可选择的命运 。” 这使学生很快地知理明情 ，懂得肩负责任 、

怀揣梦想前行时不忘背后那充满 “爱” 与 “希望” 的目光 。

４畅以趣激情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心情愉快时 ，做起事来不仅效率高 ，而且表现

出色 ；当心情不好时 ，再容易的事情有时也会完成不好 。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

区别 ，关键是人的情绪 、情感在作怪 。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学习和生活

中 ，趣味是只嫌少不嫌多的伴侣 。 哪里有趣味 ，哪里就会有愉快的劳动和创

造 ；哪里有趣味 ，哪里就会有人生的乐趣和温暖 。语文课要有趣味 ，最好的途

径是体验 ，语文课堂中进行体验教学 ，更有利于学生敞开心扉 ，倾吐真言 。 如

讲 枟东施效颦枠 一课 ，我精心编排课本剧 ，让学生成为文章中角色 ，进行声情

并茂的表演 ，形象生动有趣了 ，学生自然就愿意主动去了解内容 ，体会其中深

刻的寓意 。再如 枟范进中举枠 这篇课文 ，故事性很强 ，我就是通过表演激起了

学生兴趣 。在小组的表演后 ，通过学生的品评 ，使学生真正地进入到课文的情

境中 ，理解了胡屠户嫌贫爱富的性格特点和在封建科举制度下被毒害的知识分

子的可悲形象 ，从而完成教学的目标 。

总之 ，语文教学会给学生情感美的滋养 ，也会给学生艺术美的熏陶 ，它是

开放的 、互动的 、 诗意的 、有情趣的 。一朵具体的花 ，远比关于它的一千种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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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 情融融 ，意切切 ，方能在语文世界里为学生撑起一片朗

朗的天 。

一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洒脱的 ！自然的 ！幽默的 ！智慧的 ！诗意的 ！ ⋯ ⋯

最终是有魅力的 ！在上述课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教师独特的魅力 ：亲情导入 ，显

示教师亲和的魅力 ；质疑问难 ，显示教师启发的魅力 ；问题处理 ，显示教师智

慧的魅力 。教师意在追求一种开放的教学课堂 。教师的教学有了新的理念 ，在

课堂的偶发事件中 ，教师敢于在思想上 、 思维上 、 方法方式上大胆自我开放 ，

教师敢于在学生面前大笑或流泪 ，真情表白 ，给学生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 ，

从而营造一个民主 、 宽容 、 和谐的课堂氛围 ，学生 “亲其师 ，信其道” ，很快

与课文的感情交融 。教师对于个别学生的代表玉峰同学没有批评 ，而是在充分

尊重学生个性的前提下 ，找准最恰当的切入点 ，进行最有效地引导 。 “移位入

情” ， “以情促情” ，教师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 ，进入角色 ，让学生设身处地去

读 、去想 、去体验 ，这样才能有 “三情” 共鸣 ，课堂气氛达到高潮 ，同时也体

现出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教师将生活资源与课本资源相结合 ，让学生在真实

的情境中去体验 、 去感受 、去学习身边的语文 ，所获得的效果要比我们直接传

递的知识更能得到学生的认可 。

（何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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