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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的教育观中指出 [1]，为更
好地发展智力和思维，活动教学法理应被广泛提
倡。教育与活动的重要性亦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
育实践中得到证明。近年来，教育教学工作者广泛
的课堂活动实践揭示了活动化教学在应用时存有的
几大教学问题：课堂局限于认知，忽视体验 [2][3]；未能
重视语言文本，忽视品味词句本身 [4][5][6]；课堂活动过
多且流于形式，忽视逻辑性[7][8][9][10]。

张红老师结合前人教学实践经验，在《从学习的
视角看语文课堂活动的有效性》[11]中提出，活动化教
学应是可以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获取有效学习并切
实提高语文素养的教学方法。王荣和李海林老师[12]在
探讨《核舟记》教学的基础上辩证地强调了“搞活
动”的重要性。李海林老师 [12]进一步指出，活动化教
学是指能在动态交互的课堂上学习并体验的基本
教学形式。在李海林、张红老师的理论和先行经验
的指导下，本文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探讨活
动化教学在语文课堂中的应用。

一、注重朗诵，体验情感
朗诵，是一种下意识的“搞活动”行为，在培养

学生语感上很有效果 [13]。针对当前高中古诗词教学
存在的困境，曾雯 [14]、康培 [15]老师表明，朗读这一活
动行为能有效深化学生情感体验、调动语言文字形
象思维。钱和建[16]老师在谈及“有教学价值的课堂活
动要符合文体特征”时表示，在古诗词教学中理应
诵读全词，品味词句，读出情感。为了让学生从最初
的体验出发，读懂文中的“我”，笔者结合《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文体特征，在一个教学环节上采取了
教师示范朗读并鼓励学生参与诵读的形式，其中片
段教学实录如下：

师：“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里我
们应该怎么读呢？

生 A：这句话应该读出有力的气势，语速上加快
一些。

生 B（抬头）：但“千堆雪”这里是不是应该舒缓
一点？

师：对的，整体上我们音调应该升高加快，但在
处理“千堆雪”这个词语时要读得舒展，那么“穿空”
和“拍岸”呢？

生 C：嶙峋的石头高耸云霄，惊涛冲击裂岸。

“穿空”和“拍岸”要更有力干脆！
师：大家理解得非常到位，“乱石穿空，惊涛拍

岸，卷起千堆雪”这句话整体上我们要有升高加快
的基调，其次在处理“穿空”和“拍岸”时要更响亮干
脆，而“千堆雪”要放舒缓些，感受浪花飞卷。下面，
我们一起来有感情地朗读，体验文中的“我”！
（师示范，生有感情齐读）
……
朗诵，体现了语文教学的语文味儿[17]。笔者教学

环节的实践表明，经由朗诵，学生感官得到了有效
的激发，在主体性活动中获取了有效的生命情感体
验，增强了感受能力。

二、重视文本语言，提高文本品读能力
“品味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是《新课标》

中明确的要求，由此可见，教学理应回归文本，鉴赏
作品遣词造句的精巧。王荣老师结合李海林教授的
指导，在教学实践后反思了自身对课文本身不够重
视的教学问题：忽视蕴含作者情感的数词、名词、动
词给学生带来的精妙感受。“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
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咀，终不知味也”。对文本的
“细嚼慢咽”有利于体验作者情感，提高文本品读能
力，回味无穷。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教学设计
中，笔者从文本出发，以师生交互讨论的形式探寻
蕴含作者感情且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为直观反映学
生对文本语言的探究实况，截取教学实录如下：

生 D（举手）：“卷起千堆雪”的“卷”，我觉得
“卷”字用得非常有表现力。

师（点头）：嗯！“卷”字用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
你认为它极具表现力呢？

生 D：“卷”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滔滔江水卷起千
层雪浪的澎湃气势，而且“卷”作为一个动词，使到
整首诗歌语言上更具张力，给人身临其境的画面
感。

师：“卷”字带来了优美磅礴的意境，这个动词
也给予了我们无穷的想象空间，在情感上，我们能
不能凭“卷”一字来全然解读作者的情感？

生 E（急迫地举手）：老师，我有不同意见。
师：好，你来说说。
生 E：我觉得“人生如梦”的“梦”更富有表现力，

更能表达作者的情感。

———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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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好奇状）：为什么这么说？“梦”比“卷”好在
哪里？

生 E：我觉得“卷”字缺少了作者情感的映射，而
“梦”字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抑郁不得志，感慨人生的
诗人形象。

师（赞许的目光）：解释得非常到位，“梦”似乎
比“卷”更能凝汇作者的情感。

生 F（举手）：老师，我觉得“笑”字可能比“梦”字
用得好一点。

师：你认为“笑”比“梦”用得更好，何以见得？
生 F：“笑”是一个动词而“梦”是一个名词，“笑”

字让世人的动态跃然纸上，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感知诗
人对人生的感慨，更重要的是感受诗人当下的状况。

师：“笑”这个动词如何帮助我们感知诗人当下
的状况呢？

生 F：“笑”是诗人在当下发生的一个动作，这个
动词可以引导我们回到诗人创作的场景，比如说
“在哪里笑”。

师：非常有见解，动词“笑”引领着我们设身处
地地感受作者，那么围绕着“笑”有“在哪里笑”还有
什么？

……
通过对对话的合理引导，师生在课堂上合作生

成了围绕“笑”的小组探究活动。学生们结合文本自
主思考，相互讨论，最后生成作品（如图 2.1）。

图 2.1
重视文本语言文字，以活动化的形式进行教学，

有利于学生发挥自主能动性。通过表面的语言文字
符号进入相关的情节和情感语境当中，能提高文本
鉴赏能力。该教学过程体现了语文工具性的特点，
着重字词意蕴，切实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教学活动注重层级性，培养思维能力，实现
深度学习
“过犹不及”，教学活动的开展不宜过多，流于

形式不能让学生沉心体验 [18][19]。本次教学活动在妥
善处理适宜适量的前提下，着重活动的层级性把
握。活动化教学在本次课堂上按阶级性可划分为三
大板块：读、析、辩。活动由易到难，从感性到理性，
先体验后分析，合乎学生的认知逻辑[20][21][22]。“读是
最基本的入课活动”[23]，学生首先对诗词文字进行整
体的感知。这里的“析”专指对课本内容进行推敲和
再加工的行为，确切理解文本信息。“辩是运用语文
的综合活动”[24]，通过“读”和“析”整体体验并理解文
本后，笔者开始引导学生提出有价值的探究性问题
并对其进行深度剖析。教学实践中，学生们各抒己
见，在充分理解文章内容后就作者情感进行了有力
的争辩。由此生成了的探究性问题如下：

有人说，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表达的
情感是悲伤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流露出
的是作者消极的情绪，对此，你怎么看？

笔者顺势给学生们补充了课前准备好的资料以
供参考，组织讨论。在“辩”的综合性活动中，学生的
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观点交织碰撞出了可贵的
火花，有效地培养了思维能力。

四、总结
笔者以李海林和张红老师提出的活动化教学理

论指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教学。注重朗诵活动
的开展，此举不仅能增强学生对古诗词作品的语
感，还能让学生获取最初的体验，设身处地地体验
作者情感；从课文本身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文字出
发，能有力地提高学生文本鉴赏能力；着重教学活
动的逻辑安排，通过“读”、“析”、“辩”，促进学生实
现自我生成，有序提高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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