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兰芳学艺》讲的是梅兰芳小时候去拜师学艺，经过 勤学苦练，终于成为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的故事，说明勤

问：猪八戒真的分少了吗？两人到底谁多谁少呢？通过这段
生动的故事导入，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了，并让他们
饶有兴趣地投入到新知识的学习中去。
二、利用游戏，快乐学习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曾写道：“一切
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情境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激发学
生的情感。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
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的游戏，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

体验，从而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
得到发展。如一位教师在教学“图形面积”时，为了让学生
体验平面图形的大小，创设了一个“涂色比赛”的游戏作为
导入：
（为每位学生提供画有以下图形的作业纸）

师：请同学们拿出彩笔和作业纸，先看一看，然后从中

选择一个图形均匀地涂满颜色，涂好了就站起来，看谁涂
得又快又好。涂色比赛现在开始。（当有五六个学生站起来
时，老师就说停。）师：刚才他们几个涂得特别快，猜一猜，
他们选的是什么图形？生：三角形。（师示意涂完的同学中
选三角形的举手）师：为什么选三角形来涂色呢？生：因为
三角形小。师：没有涂完的同学也别灰心，你们没涂完，不
是你们涂得不好，也不是涂得慢，可能是你们选了面积大

的图形，用的时间就长一些，如果你选择三角形也会很快
的。师出示课件：同学们所说的三角形小，是不是涂色部分
小？（学生点头示意）三角形涂色部分的大小就是三角形的
面积。这位老师打破以往单一的直观感知，利用一定的场

景让学生在感知的基础上选取图形来涂色，体会面积的大
小。小小的“涂色”比赛，既起到了验证感知的作用，又让学
生充分经历了概念形成的过程，真真切切感知到了图形大
小的存在，通过操作教学的有效性大大提高了。

三、再现生活，激发求知

教学中教师往往要根据教学的实际需求再现生活场
景，创设现实而有吸引力的教学情境，尽量地去创设一些
与学生生活情境、知识背景密切相关的、又是学生感兴趣
的学习情境，使学生如入其境，可见可闻，产生真切感。使

学生感觉到在课堂上学习就像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数学
问题一样，需要大家一起来实践解决，从而使学生更容易

理解、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
例如教学“认识平行四边形”时：

1.出示图片。师：看，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我们身边

的图片，你能一下子找出这些图片中共同存在的秘密吗？
（学生交流：平行四边形。教师板书：平行四边形）指一指：那
第一幅图中，你是从哪看到有平行四边形的，你能指一指
吗？（学生交流。教师让学生用手比划一下）第二幅、第三幅
呢？师：同学们的眼睛真是尖，那同学们是否注意过我们身

边其实也有许多地方也能看到平行四边形，想一想、找一找
我们身边还有哪些地方能看到平行四边形？（学生交流）

2.揭示课题：平行四边形就在我们生活中，只要你细
心观察就会发现它的存在。那今天我们就来进一步认识平

行四边形。（板书：认识）平行四边形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
说并不陌生，所以在建立平行四边形的概念时，我从学生
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寻找素材，利用楼梯的扶梯，伸缩门和
篱笆让学生动眼观察，初步形成对平行四边形的直观认
识。

四、现代技术，点亮课堂

鲜艳的色彩、生动的画面最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为

了避免数字、文字等内容给学生带来枯燥无味的感觉，从
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在教学中适当采用多媒体来辅助
教学，把静态的图形变成动态，把抽象的教学内容变得更
形象更清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新知闪亮登场。如教学
“认识角”时，一教师课前五分钟播放《米奇妙妙屋》片段。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看动画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动画
片。问：进了米奇妙妙屋，米奇从望远镜里看到了什么？（依
次出现图形）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平面图形，（出示一个三
角形少一条边）你知道这是什么图形吗？师：今天我们就来

认识角。揭示课题：认识角。（板书）课的一开始就引入学生
感兴趣的动画片，使孩子们对于动画片中的问题产生深厚
的兴趣，从而导入新知。这样的情境导入符合现代教学的
理念与发展的趋势，让新知的学习更加生动，新知课堂更
加活泼。

“情境只有在为教学服务时才能叫好情境，否则，一切
花哨的形式都是多余的。”所谓有价值的数学教学情境是
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和以往的知识体系有密切联系的，能让
学生触景生思，诱发学生数学思维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产
生更多的数学联想，比较容易唤醒学生内部正在休眠的已

有的知识、经验、策略、模式、感受和兴趣的情境。

徜徉于京剧世界 情动于人物魅力
———教学《梅兰芳学艺》反思

陈 洁
（江苏省张家港市实验小学，江苏 张家港 215600）

摘要：梅兰芳能成为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这其中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是难以想象的。以教学《梅兰芳学艺》一课为

思考，探索了培养学生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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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作家，对不同的女性抱有同情，却
始终不曾对自己好上半分，敢爱敢恨，爱则爱得痛快，恨则
恨得彻底。唯一为自己留下的就是内心的波澜不惊与心底
的细腻苍凉。她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其实也是自己

内心不同状态的外化。她是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也是一
个风情万种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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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苦练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课文采用对比的手法，生动

地说明梅兰芳的成功是勤学苦练的结果。新课标指出：培
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帮助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策略方法，是语文教学
的重要内容。在教学时，我是这样做的：

一、让我认识“你”———生情

梅兰芳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但著名到什么程度，
学生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在讲读课文时，我先教学课文的
第三自然段。在这一自然段中，我主要抓住“世界闻名”、
“京剧大师”这两个词来让学生感受梅兰芳的盛名。师：你

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大师”呢？生：特别厉害的人。
师：是的，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他为这
方面的大师。比如，聂卫平下围棋很厉害，我们就可以称他
为围棋大师；刘谦变魔术很棒，我们就可以称他魔术大师。
那么京剧大师就是———？生：京剧演得好的人。师：梅兰芳

不仅京剧演得好，而且受到大家的敬重，所以大家都尊称
他为———（生齐：京剧大师。）师：梅兰芳是怎样的京剧大
师？生：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师：什么叫“闻名”？你能给
它换个词吗？生1：著名。生2：有名。师：是的，那么“世界闻
名”呢？生：在世界上很有名。师：梅兰芳不仅在中国非常有
名，日本、韩国、欧美各国的人都知道他，喜欢他，所以说他
是———（生齐：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语文课程标准》对

低年段的阅读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
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在以上的
这个片断中，我先让学生了解“大师”的意思，并举了两个
学生日常生活中较熟悉的例子，进一步让学生感受“大师”

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学生对“京剧大师”的理解就水到渠
成了。对“世界闻名”这个词的教学与“京剧大师”有异曲同
工之妙。“闻名”这个词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是很容易理
解的，在理解“闻名”后再让学生理解“世界闻名”，就像是
给了学生一个上楼的台阶，学生通过这台阶一步步地到达

了楼顶。这篇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和第三自然段采用对比的
手法：因为梅兰芳的先天不足，他能成为世界闻名的京剧
大师就更显得不容易了。所以在教学第一自然段时，我紧
紧抓住为什么说梅兰芳不是唱戏的料子这个问题，通过句

式训练、想象、对比等手段把梅兰芳的先天不足放大。学生
在充分感受到梅兰芳的先天不足后，对他最终能成为世界
闻名的京剧大师的原因就更好奇，对梅兰芳的敬佩之情也
油然而生。
二、让我感受“你”———动情

梅兰芳能成为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这其中所付出的

努力和艰辛是难以想象的。为了让学生深有体会，我反复
强调“紧盯”和“注视”。师：请你看看图上的梅兰芳的眼睛，
想想什么叫“紧盯”？生：眼睛睁得大大的。师：不仅如此，眼
睛还要一眨不眨。但是眼珠子要不停地转动，这就叫———

（生齐：紧盯。）师：梅兰芳紧盯着什么？（鸽子）这样怎样的

鸽子？生：空中飞翔的鸽子。师：鸽子飞到东，梅兰芳的眼睛
就———（跟到东），鸽子飞到西，梅兰芳的眼睛就———（跟到
西），不管鸽子飞到哪，梅兰芳的眼睛始终都———（跟到
哪）。师：梅兰芳为什么要紧盯空中飞翔的鸽子？生1：这样
可以练眼神。生2：可以使眼睛变得有神。师：这句话中还有

一个表示很专心地看的词，是什么？（注视）师：梅兰芳在注
视什么？（鱼儿）这是怎样的鱼儿？生：水底游动的鱼儿。师：
小梅兰芳是怎么注视水底游动的鱼儿的呢？生1：眼睛一眨
也不眨。生2：眼珠子跟着鱼儿转。鱼儿游到哪，就看到哪。

师：你为什么要注视水底游动的鱼儿？生：（略）师：要么紧
盯———（空中飞翔的鸽子），要么注视———（水底游动的鱼
儿），鸽子不停地飞，鱼儿不停地游，梅兰芳的眼睛就不停
地———（转动）。师：不管鸽子飞得再远，鱼儿游得再快，梅
兰芳的眼睛也能———（紧紧地跟住）。“紧盯”和“注视”这两

个词是最能反映梅兰芳苦练眼神的过程的。所以在教学
时，我先指导学生利用插图来理解这两个词的字面意思。
接着，巧用课文的留白处做文章，指导学生想象梅兰芳平
时是怎样紧盯空中飞翔的鸽子，怎样注视水底游动的鱼儿
的。经过想象和我的语言渲染，学生被梅兰芳坚持不懈苦
练眼神的精神打动了。这时，我又趁热打铁，播放了一段视
频，让学生来体会梅兰芳紧盯空中飞翔的鸽子，感受梅兰

芳紧盯空中飞翔的鸽子时眼睛是多么酸、多么累，这种角
色体验的方法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是很有效的。

三、让我走进“你”———定情

作为一位世界闻名的京剧大师，苦练眼神只是学艺过
程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要登台演出还必须学会各种基本

功，如：唱、念、做、打等。学生在预习课文时，对京剧的有关
知识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时，我又补充了梅兰芳为扮
演好梁红玉而把大腿当鼓敲红肿的事例，学生们深刻体会
到“终于”的背后还隐藏着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和累，隐

藏着梅兰芳成功的不易，隐藏着梅兰芳坚持不懈勤学苦练
的精神。所以在让学生对梅兰芳说一句话时，很多学生都
激动万分地表达了自己对梅兰芳的敬佩之情，被他那勤学
苦练的精神所深深折服。我想，梅兰芳及他的精神已化为

一颗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耳畔似乎又响起了京剧特有的曲调；眼前仿佛又看到

了梅兰芳苦练眼神的场面。脑海中好像又浮现出梅兰芳的
身影。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默默地对自己说：坚持不懈，勤学
苦练，勇攀语文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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