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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又一村
——探寻新高考模式下高中语文课堂的智慧教学

朱丽丽    

（江苏省淮州中学，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中提出：“对于语言类学科而言，语言解码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是知识获取能力群的考查重点。”

要想提高学生的文字感知能力和语言鉴赏能力，首要之务就是要提高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尤其是在新高考模式下，高中语文课堂

该如何有效、高效地开展智慧教学，令人深思。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从多层面探寻影响高中语文课堂有效教学的因素，寻找建构智慧

课堂教学的策略，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激起他们学习语文的热情，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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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言：“课，是点燃求知欲和

道德信念火把的第一颗火星。”此言高度概括了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当下新高考模式下，我一直在思索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应

如何有效、高效地开展智慧教学，进而提高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终于在寻寻觅觅中，我悟出了课堂教学的真谛，迎来了课堂教学

的“柳暗花明”。本文将从以下几个层面来阐释自己在课堂智慧

教学中的点滴收获，与君共勉：

一、耳聪目明，学会捕捉学生的闪光亮度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是洋溢着学生思想变化与人格灵动的教学

场。作为课堂教学主体的学生，他们的言行举止直接关系到课堂

教学的效果和效率。教师只有留心观察学生言行举止的变化，才

能及时了解其思想变化，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工作，方能收

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在课堂教学时，要想学生的精神饱满，

我自己首先要保持百分百的精神，只有这样，我方能做到耳聪目明，

准确地捕捉到课堂上每一位学生的精神状态，及时发现他们的闪

亮点，并给予适当地肯定与鼓励。

昔日的课堂，我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一部分学生，整

天精神状态非常不好，要不就瞌睡连连，要么就是眼神游离。有

时候看到他们的表情，我都在想，是不是自己的课堂不够精彩，

为此，课后我阅读大量的教育书籍，认真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充

分备好每一节课，生怕自己的课堂无法激起学生学习的热情。可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我发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亦会有个别

的学生精神萎靡，不知所云。对此，我决定改变策略，不是单纯

地提醒他们，而是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价值魅力。因此，在具体的

课堂教学中，我每一节课都充分运用自己的五官，仔细捕捉每一

位学生的闪光亮度。

依稀记得，在探究苏洵的《六国论》时，补充相关的历史资

料，能够让学生更能全面挖掘文本的内涵。在补充“六国合纵”

这一史实时，我发现有一位同学头低着，眼睛微闭，忽然，我点

到他的名字，请他来为我们全班同学补充一下“春秋战国”之史，

因为我曾听其他同学说过他非常喜欢历史，对好多史实都有自己

的独到的见解。只见他缓缓站起，侃侃而谈，讲解得非常全面，

分析得非常透彻，全班同学的掌声就是最好的见证。这一次，可

以说让这位学生大显身手，同时，我对他的文史功底深厚给予由

衷地赞叹。从此以后，语文课堂上的他，再也不见昔日的精神萎靡，

因为我告诉他，文史本是一体且相辅相融，再加上他思维缜密，

他将来完全可以成为有实力的评论家。我看到这个孩子身上的闪

光点，那我就要学会为他提高亮度，让他学会利用自身的优势，

成就更加优秀的自我。在日常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的我

们，完全可以多一份鼓励，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肯定，

静待学生智慧之花绽放光芒。

二、众擎易举，善于推进学生的合作力度

张岱曾言：“众擎易举，独力难支”。此言得之，众人力量

是强大的。正所谓“精诚合作，金石为开”。在语文学习的过程

中，尤其是在高中语文的课堂学习过程中，众生合作的力量更是

不容小觑。所以，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我都是以小组为单元，

以合作为方式展开课堂教学，充分利用生生互动交流这一非常宝

贵的教学资源，有效地开展高中语文课堂的智慧教学。在合作交

流中，唤醒学生的合作意识，巧妙地激发学生的合作潜能，进而

推进他们的合作力度。几个人交流思想，就会有几种思想的交锋，

而几种思想的交锋就可能因“碰撞”而产生新的思想，新的火花，

进而课堂的气氛也会更加活跃。

记得在参加区优课评比时，我的课题是《一个人的遭遇》这

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篇外国小说，“二战”距离当下的学生比

较遥远，但是战争的枪声离我们并不遥远，而且以战争为题材的

小说，都给人一种凝重感。所以，在课前备课时，我设想从标题

“一个人”入手，打算在课堂教学中着重深挖“人”字的深刻意

蕴，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遭遇，也是一群人的遭遇，更是全人

类的遭遇。所以，我依据文本设计了有梯度的三个问题，从小孩

“凡尼亚”的遭遇到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的遭遇，通过捕捉

他们的遭遇，分析人物的形象特点，进而深入探究小说的主题意

蕴。在具体课堂过程中，我没有直接抛出我的问题，而是让学生

先提出自己读文本的感受，有个学生就很大胆地提出：我有点不

明白，这究竟是谁的遭遇？正好，针对这个问题，我请同学们以

小组为单位，通力合作，找到文本的依据，阐释自己的理解。同

学们讨论得很热烈，争先抢答，有些组说这是凡尼亚的遭遇，有

些组说这是索科洛夫的遭遇，也有些组认为这是所有人的遭遇，

并言之凿凿地说：“一”在古汉语有全、都的意思。不得不感叹，

在充分预习文本的基础上，再加上小组合作的力量，同学们对文

本的理解甚是深入，正所谓“众擎易举”。在学生研讨的基础上，

正好引出文章主题的探究。虽然小说中的人遭遇了战争，遭遇了

战争带来的各种伤痛，可是这些并没有磨灭人性的光辉，并没有

磨灭人情的温暖。这就是人类的伟大，这也更警醒世人珍爱和平，

珍惜生命，联系专题，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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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教师在文本研习时要学会放手，让学生自行来解

决课堂的“意外”，趁势把握教育的契机，收到的教学效果会更佳。

因此，教师应鼓励学生学会在交流合作中参与研习，共同进步，

进而推进学生在学习道路中的合作力度。

三、依学定教，着力挖掘学生的思想深度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内容从整体上来说包含：阅读教学和作

文教学，而阅读教学又含有现代文、文言文和诗歌教学。不论是

哪种形式的阅读教学，其本质都是学生与文章本体的对话。因此，

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既要深入研究文章的广度与深度，亦

要关注学生阅读思维的限度。依据学习内容和学生学情来确定具

体的多维教学模式，旨在着力挖掘学生的思想深度，培养学生高

层次的阅读能力，开拓学生阅读思维的宽度。

《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元中的作品分为魏晋诗歌、

唐诗、宋词三个学习内容。针对这五彩缤纷的教学内容，单一的

教学方法、教学设计是难以达到有效教学效果的。在宋词《鹊桥

仙》的教学过程中，我本着以学生个体为主的原则进行教学设计，

旨在让学生在诗词阅读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此来熏陶学生

的情操。因此，我设计“以读带品，以品带悟，以悟带写，以写

带辩”的教学体系，完全切合新高考模式下对学生写作应用能力

的培养需求。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我分配不同的阅读任务，让

学生在日积月累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感受着诗词文赋的魅力，

感受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我还设计了诗词比较阅读，让学生

以主体的姿态参与阅读教学，注意强化学生的思想与诗词意蕴的

融入，注意强化学生的心灵与诗人灵魂的对话，在比较鉴赏中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当然，针对不同的诗词教学，

我同样设计分层教学，学生亦可以撰写不同类型的文学短评，对

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功底层次不一的学生给予不一样的任务，并

给他们灌输正确的写作理念，激励他们学会写作、坚持写作、热

爱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能在阅读鉴赏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能在撰写评论中挖掘自己的思想深度。

四、全员参与，竭力开拓学生的人生宽度 

布鲁纳曾说过：“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

是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在课堂教学实践的活动中，

学生应学会参与学习，这里的参与不仅仅是行为的参与，更是学

生大脑记忆的参与。唯有这样，学生方能探寻到文字、文学、文

化知识的深邃。只有学生身心参与课堂教学的始末，才能有效地

构建课堂的智慧教学。当然，教师在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时，

不是只关注极个别的学生，而是志在引导学生全员参与；不是只

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问题的研习，而是旨在让学生参与教学内容、

教学外延的研究，让学生人人有事做，人人参与做，人人用心做。

在文言文教学时，我发现，时空的跨越阻碍了学生对文言文

的阅读兴趣，更别说学生能够读懂文言文。为此，我困惑了一段

时间，也在不断地寻找突破口，但是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收获甚

微。经过不断地实践摸索，我顿时豁然开朗。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的研习，文言梳理是基础，文本探

究是深入。为此，我们开展了一场“辩论赛”：“刘邦和项羽，

谁更接近你心中的英雄？”十个学习小组，五五组成辩论双方，

各个小组自行分配人员寻找资料，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双方各自

推荐几名人员组组成评审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各

个组辩论的精彩程度，最后评判出“最佳辩手”，“最佳辩论组”。

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学生，其余的准备工作都由学生自己准

备。因为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作为教师的“我”只是一

个观者，不参与任何的指导和评判，有不明的地方，组内自行解决。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各个小组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组的智慧，全员参

与，为组而战，为团队而战。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我已经嗅

到浓浓的“火药味”，我们以“抓阄”的方式，来确定哪一个组

最先开始。只见学生在辩论的时候充分展现他们准备的“干货”，

同时加上他们即兴的思辨，赛场上难分伯仲。其余学生，不仅聚

精会神地聆听，而且还不时地修改和补充着本组的辩论稿。那时

的我，看着学生的精心准备，聆听学生的精彩辩论，看着他们那

坚定必胜的眼神，我知道这场辩论赛激起了他们的斗志，激发了

他们的竞争意识。一场辩论赛教会了他们如何来解读、分析、深

挖历史人物，更教会他们如何来完善自我的个人修为。最后在一

阵阵的掌声中，学生评定“最佳辩手”以及“最佳辩论组”。我想，

以辩论的方式再现文本，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全员参与课堂教学，

而且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知道

如何从他人身上捕捉适合提升自身的品质。毕竟，我们的学生都

是要走上社会的栋梁之材。他们的人生还有漫长的旅途要行进，

而优秀的道德素养是他们旅途中不可或缺的品质。因此，在高中

语文课堂教学中，作为语文教师的我，不仅要引导他们学会赏析

文本，而且要帮助他们培养学科素养，进而竭心尽力地开拓属于

他们的人生宽度。

国家督学成尚荣教授曾指出：课堂教学改革就是要超越知识

教育，从知识走向智慧，从培养“知识人”转为培养“智慧者”。

在新高考模式下，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内容倍加丰富，作为语文

教师的我，更应该以多样的形式进行教学设计。这不仅能唤醒全

体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意识，而且能时刻关注着学生个性化的发

展和提高，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让其最终成为智慧仁德的

社会个体。

探寻新高考模式下高中语文课堂的智慧教学之路还很长，我

需要不断地学习、探索、钻研、挖掘。为此，我将在以后的课堂

教学中充分运用自己的教学机制，不断追求教学的真质量，追求

课堂的真效益，提升学生的思想深度，开拓学生的人生广度。南

师大吴永军教授曾说过：“教育智慧是教育思维和教育情感互动

的产物”。教育智慧是教育者的思想、方法、技能、手段的智慧

体现。在以后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我将继续运用教育智慧教学，

教会学生智慧地学习，帮助学生智慧地成长，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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