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灵艳
教育是科学，更是艺术。德国著名

的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的艺术不
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
鼓舞。”教师只有真正关注学生的天
性，才能让学习成为一种自觉、主动的
行为。而课堂艺术的恰当运用能够让学
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语文课堂上艺
术化的教学语言，更能打开学生心灵的
窗户，激发学生内在的情感，把语文课
堂营造成艺术的舞台，从而提升语文课
堂的艺术性。

人们常说：“一堂好的语文课，就
是一种艺术享受。”所以语文课堂教学
艺术是语文教师所独具的创造力和审美
力，也是一个教师在长期课堂教学实践
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教师在课堂
上通过大量的教学实践让学生喜欢语
文课，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放飞学
生的想象力；教师也认识到精心设计
教学流程、锤炼教学语言的重要性，
在教学中应注重更新教学观念，让语
文课堂充满勃勃生机，寓教于乐，使
语文课堂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源头活
水。

课 堂 教 学 艺 术 就 是 教 师 运 用 语
言、动作、表情、色彩、音响、图像
等手段，创设教学情境，为取得最佳
教学效果而组合运用的一整套娴熟的
教学方法、技能和技巧。我国著名特
级教师、深圳辅导学院教科所所长、
中学高级教师刘显国主编了 《课堂教
学艺术丛书》，他从教师的备课、语
言、提问、组织教学、课堂结尾等方
面做了大量专题讨论，集中研究课堂
教学艺术及这种艺术的集中体现。

好的教材内容必须通过教师的教
学语言才能传授给学生，因此教学语
言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
的。民间有谚语：“不是蜜，却能黏住
一切。”叶圣陶先生曾著文呼吁：凡是

当教师的人绝无
例外地要学好语
言，才能做好教

育教学工作。
那么，教师如何在课堂中展现语

言艺术呢？
首先，我们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需

要，触发学生的兴趣，借助艺术的翅
膀让教学语言产生神奇的魅力。教师
在课堂上可以尝试以下方式：

一、精雕细琢，巧妙比喻。一个
看起来很平常的词，如果使用巧妙的
比喻，就会感觉格外富有情趣。教师
的语言可以有意识地运用生动的比
喻，让学生觉得语文教师能出口成
章，妙语连珠，各种话语娓娓道来。
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不同的情景，
带给学生不同的情感体验，这样的课
堂必定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学生又
怎会不爱呢？

二、形象化的说法。语言是思维
的物质外壳，是形形色色客观事物的
反映，因此教学中要选用精彩的例
子，或形象描绘，或旁征博引，或深
情讲解。教师用艺术性的语言带领学
生去领略未知的情景，让学生产生身
临其境的感受，就能激发出学生的创
造思维和情感体验，教学效果自然会
事半功倍。

三、运用态势语言。在课堂教学
中，形象化的态势语言能让人倍觉亲
近。青少年思维简单，习惯从感情角
度认识事物，因此教师用形象化的态
势语言对教学大有裨益。教学中，教
师讲到重点时，可配合手势提高或降
低语调，激发学生兴趣，振奋学生精
神；讲到精彩段落时，可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眉飞色舞”，以引导学
生的学习兴趣；讲到悲伤之处，可用
哽咽低沉的语调缓缓道出。润物无
声，但效果已现。

四、善用富有表演性的眼神、面
部表情可以增强教学语言的情趣。在
师生的情感交流和教师对文章内容的
解读中，面部表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马卡连柯曾说：“不能运用必要的
面部表情或者不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
教师，都不能成为好教师。”如果说眼
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脸就是心灵的

镜子。在讲台上，教师的面部表情一
直都是很直观的，学生一眼就能看到。

其次，教师艺术化的语言要做到
知识的准确性、语言的规范性、积极
的启发性。

教学语言要确保知识的准确性。
教学活动的目的就是向学生传授科学
知识，因此知识的准确性就是教学语
言最基本的要求。因而老师上课时，
无论是复习旧课还是讲述新课，是遣
词造句还是讲解概念定义，是对课文
进行分析、归纳、演绎，还是对问题
判断、分析，都应该用准确的语言表
述。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学生强烈求
知欲的心灵之窗，让他们享受到获取
知识的快乐。

教学语言要有规范性。教师在教
学中所用的语言要合乎现代汉语的规
范和要求。无论是句子或语段，还是
语序和词语的搭配，都应符合普通话
的语法习惯。若教师自己读错字音、
解错词义，或者说话语病多、口头禅
泛滥，势必会对学生产生消极影响。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运用语言要讲究
规范化。为人师表，要把话说通、把
课堂做严谨，才能不断提升课堂效果。

教学语言要有积极的启发性。学
习是在积极主动的活动中完成的，学
生在学习的各个阶段都有积极的思维
活动。教师在教学中，只有启发学生
思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自觉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
欲，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再次，教师的课堂要充满激情，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个富有激情
的语文教师，要能与文学作品中的主
人公同悲同喜，同忧同愁，善于把握
作者的思想脉络，体会作者的感情，
爱作者之所爱，恨作者之所恨。教师
在课堂上娓娓道来的语言，要能使学
生受到感染、产生共鸣。教师充分融
入角色，才能使课堂焕发生机，这样
的语文课堂才可能会激情飞扬。

最后，信息技术辅助教学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个人对某种事物
产生兴趣，就会积极主动地探索。对

所学内容感兴趣，学生积极性就会明
显提高，乐于接受，正所谓“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语文课上，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能使教学过程呈现出情景交
融、声情并茂的效果，视频、图片不
仅能为学生提供认知的感性材料，还
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再现情境，使学
生思维向深层发展，把学生的兴趣激
发出来，进而提高学习效果。

综上所述，教师积极锤炼教学语
言，通过艺术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
法把语文课堂营造为艺术的舞台，寓
教于乐，就能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放飞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喜欢语文
课，让语文课堂充满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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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姣
在课堂上，范永丽是优秀的音乐教

师，用音乐教化学生；在课堂外，她是

一名党员志愿者，践行共产党员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还自学心理学，为学生和
社区群众服务。

范永丽 1991 年 7 月从师范院校毕业
后，一直在市实验小学担任音乐教师，
凭借自身的努力实干，先后获得国家、
省、市级奖励 60 余项，2013 年被评为

“河南省音乐名师”。范永丽酷爱心理
学：“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一名老党
员，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能给身
边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做些什么呢？一个
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心理学不仅有助于认
识自己，调节自己的言行，有助于搞好素
质教育工作，还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帮
助。”2013年，范永丽考取了国家心理咨
询师二级证书，2014年又参加了美国心理
学博士黄维仁的心理学课程，此后她便利
用业余时间开展心理咨询等相关志愿服务
活动，想要帮助更多人走上幸福之路。

从 2013 年起，范永丽先后在市图书

馆、移动公司、市婚姻家庭指导协会、
昆仑路社区、泰山社区等地讲过课、带
过组。2014 年，她在市妇联举办的“玫
瑰花婚姻讲堂”讲课，2015 年开始带领
读书会，2018 年在泰山社区的“幸福花
婚姻服务站”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咨
询，2019 年成为市妇联巾帼婚姻家庭指
导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她学习到的心
理学知识得到了充分发挥，也为居民排
忧解难、为家庭调解纠纷。

8年来，范永丽共参加、主持公益讲
座一百多场，她说：“做任何事都会遇到
困难，我热爱公益事业，遇到困难我也会
坚定地走下去，因为我的身后有不断给我
提供平台的市妇联，有支持我的市实验小
学党支部，还有一直与我并肩战斗小伙伴
们，是他们给了我前进的力量！”

在今年我市开展的“党员支部双承
诺、为民服务解难题”的活动中，范永
丽积极参与，并在承诺书上郑重承诺，

利用业余时间为学生和广大居民服务：
一是与所教班级班主任结合，每月为班
级内有需要的同学疏导情绪、做心理咨
询，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二是与泰山
社区居委会结合，每周五晚上参加“拥
抱幸福”读书会，读心理学方面的书
籍，带领社区居民学心理学知识；三是
每季度至少为泰山居委会的居民做一次
心理咨询，帮助疏导居民情绪，解决婚
姻家庭纠纷问题。从 5 月 22 日起，范永
丽每周五就在泰山社区开展“拥抱幸
福”公益读书活动。

范永丽说：“做公益是我最大的快
乐。特别是当有心理困惑的人经由我的
帮助顺利走出人生低谷，重新拥抱生活
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满足、特别有价值
感。”她的目标是在漯河建立一片“心灵
绿洲”，让心灵无助的人们在爱的团体里
可以一起“拥抱幸福”，为了这个目标，
她将坚定无疑地走下去。

播洒阳光 照亮心灵
——记市实验小学教师范永丽

二胎家庭的手足关系，父母
该怎样平衡？

1.不当裁判，不判对错
很多父母在孩子产生矛盾

时，喜欢做裁判，但是无论事情
的起因如何，一旦做了裁判，就
一定会伤害到另外一方。所以，
不要去做裁判，不去裁定谁对谁
错。孩子之间的矛盾，让他们自
己去解决。在解决矛盾的过程
中，他们不仅能学会如何处理矛
盾，更能学会如何处理一段亲密
关系。这对他们而言，无论是现
在还是未来，都大有裨益。

2.分开批评，共同夸奖
二胎家庭，父母尤其要注意

的是，无论孩子犯了怎样的错，
都不要当着另外一个孩子的面去
批评其中一个孩子。当面批评，
会让被批评的孩子产生怨恨。将
犯错误的孩子带到没有人的地方
单独教育，不仅能起到更好的效
果，还能保存他的面子。而对于
夸奖来说，不仅要当着孩子们的
面夸奖，还要两个孩子一起夸
奖。分开批评，共同夸奖，两人
才能学会合作，而不是相互诋毁
争宠。

3.一起养育，共同成长
高晓松曾在 《晓年鉴》 中提

到，他童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
上海由爷爷奶奶抚养，与自己相
差不到两岁的妹妹却一直跟在父
母身边。这件事让小时候的他有
种极度不平衡感，感觉父母只爱
妹妹不爱他。哪怕后来他回北京
上小学，他也无法和父母亲近，
无法像妹妹一样撒娇，甚至一度
不愿在学校开口说话。这对他成
年后的性格形成也有很大影响，
直到很多年后父亲去世才释然。
由此可见，对于二胎家庭来说，
将两个孩子养在一起是多么重
要。既然选择了生二胎，就不要
因为忙或累而“抛弃”另一个孩
子，孩子要的不多，有父母的陪
伴就够了。为了两个孩子的身心
健康，一定要一起养育，共同成
长。

无论风雨还是艳阳，无论欢
笑还是泪水，有人分享，有人搀
扶，才能到达更远的地方。身为
父母，我们渴望手足相爱，但也
要记得，每一对相爱的手足，背
后都有一对刻意平衡的父母。

据深度育儿

二胎家庭的父母要学会平衡

7月29日，漯河小学组织师生到漯河军分区、武警漯河市支队接受
国防教育，体验部队生活。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近日，翟庄中心小学组织教师到翟庄街道东方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图为组织学生开展趣味运动会。 刘淑贤 摄

7月29日，郾城区第二实验小学组织教师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家中走访。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本报记者 李文姣
通 讯 员 张荣谦

作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相关
责任单位，漯河高中承担着志愿服务、
网上资料申报、实地暗访点位等相关工
作。实际创建工作中，学校以职责任务
为抓手，以党建为引领，扎实开展各项
工作。

学校常态化建设“学习型、创新
性、服务型”党组织，扬清风、树正
气。一是意识形态建设常态化。中心组
带动，各支部参与，主题党日和学生业
余党校双线管理，开展知识竞赛、讲党
课、编写校本教材及志愿服务、“三会
一课”等活动。二是党员干部主体责任
制落实常态化。完善决策机制和议事规
则，坚持党务、政务公开，实施民主管

理，制订主体责任台账，出台干部考核
办法和科室工作考核办法。三是党风廉
政教育常态化。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党员干部签署责任书，定期
开展自查自纠，尤其是在法定节假日、
寒暑假做好风险点防范。四是文明校园
创建常态化。创新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模
式，定期举行全校创建文明校园专题会
议和专题研究讨论会，机制跟进常态推
进创建工作。

学校建立优秀党员和骨干教师双培
养制度，将优秀党员培养成骨干教师，
将骨干教师发展为优秀党员，点燃红色
引擎。同时，学校党委将党支部建在年
级，把中层领导编入年级支部，探索建
立中层管理团队“本职工作主体管理+
年级辅助管理”的双职能管理模式，充

分发挥中层管理团队协同管理、对口管
理的作用，通过党建引领、党课引路、
党情引导，培养出爱祖国、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的新时代青年。

在党建引领下，学校实行班子成员
包年级、包教研组、包教师制度，追踪
问效。学校班子冲在前、做示范，中层
干部敢亮剑、勇担当。在此基础上，学
校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每天至少有一
名中层干部带队，负责组织学生文明有
序入校离校、查处迟到、巡察校园、检
查卫生、处理突发事件、夜间查寝等工
作。

学校严格各项制度，增强组织工作
活力。各年级党支部把“三会一课”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通过召开动员大
会和学习会议，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工

作能力。用制度来激励、规范党员干部
思想行为，为各项工作创建一流目标提
供良好的活动环境，把党建工作做活：
一是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按照民
主生活会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
施办法等项制度，围绕党建工作务实创
新、创优的工作思路明确了下半年中心
党建工作目标。二是强化管理，认真执
行“三会一课”制度。在党课教育中，
将政治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交流，
通过支部和部门讨论，起到了相互启
发、共同提高的学习效果。围绕创先争
优这一主题开展工作，坚持民主制度和
群众评议制度，在教师间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肯定了成绩，找出了差距。三
是注重凝聚力工程建设，为党员干部创
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党建引领激发活力党建引领激发活力
——漯河高中创建省级文明校园工作之党建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