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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者来自教改一线，他们在省内外的高中语文教学领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有山东省教学能
手、全国课赛一等奖获得者、特级教师、“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选、山东省“年度教育创新人物”
。
他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思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并积累了富有创新价值的教学案例。
     本书力求体现各位名师的教育教学思想，展现创新教学的成果，再现个性鲜明的精彩案例，呈现作
者对个案的反思和多元的深度对话，为广大一线教师在创新教学的理念与实践方面以引领，在新课程
实验教学方面以借鉴，在建构多元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方面以启发，在形成个性的语文教育教学观方
面以思想的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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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一　散文教学　　我认为，从题材的角度看，散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它是“真”的；而
与实用类文章相比，它又带有着许多“假”的成分。
也就是说散文是作者个人情愫的艺术性表达。
前一点决定了散文阅读可以与作者、文本进行直接对话，后一点提供了散文阅读语言学习的可能性。
　　从文本言说的角度看，散文不追求完整的故事性、跌宕的情节性、虚构的艺术性，而重在个人情
绪的洇染、真情实感的抒发，散文的魂就是一个“情”字。
不论是叙事散文，写景状物散文，还是议论散文，走入文本深处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其情愫的感受与领
悟。
　　散文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散文的特殊阅读方式——感受性阅读。
　　多年来的阅读教学是不分文体的，有一套固定的基本程式：题目——作者简介一一划分段落——
归纳主旨——总结手法。
这本来是一种教学思路，现在已基本演变为学生的阅读思路，而这种阅读思路很难适应散文的学习。
　　什么是感受性阅读？
　　首先，散文的感受性阅读是对文本的呈现性阅读。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现在充斥语文课堂的许多是假阅读，因为，没有经历真正的阅读历程，只注重“
内容分析”，只注重结论。
我以为真正的阅读，是让学生自主地走进文本的“召唤性”结构中去，凭着已有的知识、经验，对文
字的丰富内涵进行多角度呈现。
比如《亡人逸事》一文，很多的课例、教案都注重了第二节中“盯、跳、钻”三个动词的使用，而又
大都仅仅止于这三个字是细节描写，其好处是写出了妻子的羞怯之态。
好像是既学到了知识——细节，也明白了其表达效果——写出了羞怯，但这不是真正的阅读，因为，
这里没有感动，没有对“盯”字的情态、心理、动作等这个字背后丰富的内涵作任何努力，这些文字
没有在读者心目中形成鲜明、生动的形象，缺少真正的情感认同和心灵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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