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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新课改后英语新课标中提出的“学
科大概念”，以单元主题为引领，构建与课文内
容相符、生活化、探究性的教学情境，不仅能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进其对文中知识点、文
本背后文化、习惯等方面信息的理解，同时能
够以境促思、以情入境，助力学生学识、思维、
能力、身心的同步发展。文章以大单元视域下
初中英语情境教学为题展开论述，以供参考。

关键词：大单元；初中英语；情境教学
随着教改工作的持续深入，越来越多的初

中英语教师投入到以新课标为导向的新教法
的教研改革工作中，基于初中英语新课标中

“学科大概念”，结合该学龄段学生的思维方
式、认知习惯等，以单元主题为引领，利用具象
化的语言交流情境促进课程内容的结构化，加
深学生对文本知识及语言背后深层内涵的理
解，助力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养成和发展已经
成为初中英语教师开展教学活动时的首选。

一、以单元主题为引领，创设多样式的语
言情境

基于新课改后的初中英语教材单元形式的
教学篇目整合方式，结合以单元为教学主线的思
想，大单元视域下的初中英语情境教学应以单
元主题为精神引领。因此，教师应先从整体性
的角度解读单元中的课文，明确教学目标，之后
再塑造主题统一但内容多变的教学情境，以完
整的情境链引导学生一步步探索主题意义。

例如：在学习仁爱版七年级下册 Unit8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 一文时，教师就可
以基于“季节与气候”这一单元主题，创设不同
的情境，如 The campus in spring，A park insummer 等，多元化的情境不仅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提高热情激发兴趣？），同时能够使
其更好地感受不同季节的特点，深化其对情境
体验的理解，增强学习效果。

二、联系生活实际，塑造生活化的单元情境
基于新课改后初中英语课程目标的变化，

基于该学龄段学生的思维方式、认知水平、理
解及接受能力等，在塑造教学情境时，应着重
考虑情境的真实性、形象性，而生活经验是辅

助初中生学习的最佳素材。因此大单元视域下
的初中英语情境教学可以结合学生真实的生
活经历，塑造生活化的教学情境。

例如：在学习仁爱版初中七年级英语课文Making friends 时，教师应基于学生真实的生
活经历塑造不同的交友场景，如 A chanceencounter at school，Making friends after anaccident 等，利用学生真实的经历加深其对情
境中所有内容的理解。

三、设置探究性的情境，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
基于新课改后开展深度教学的要求，教师

可以在基于课文内容结合学生的思维方式、认
知习惯等，在情境中设置不同的问题，以此来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其进行深入研究，
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大单元概念下的情境教学应以
单元主题为导向，考虑学生的学习特点，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高效的深度教学。

（作者单位：湖北省利川市南坪乡民族初
级中学）

姻 杨晓娟
在语文教学中，一提到“诵读”一词，人们

往往会想到诵读诗歌，而忽略了文言文，其实
在教学中，文言文的诵读也十分重要。周紫宜、
瞿蜕园两位先生在其《文言浅说》一书中将诵
读称为学习古文的关键，他们说：“根据前人的
经验，学古文的第一重要步骤是诵读。而诵读
是要读出声音来的，并且是要读出节奏来的。”
现在的高中文言文教学过程中，也要求学生读
文言文，但更多的是强调学生读出声音，去记
忆背诵，而并非真正地去体味、去诵读。为何一
定要诵读文言文，且要读出节奏呢？曹丕在《典
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
只有诵读，才能切实体会文章中一以贯之的

“气”，体会文章本身的气质。刘勰在《文心雕
龙·声律》中说：“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
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强调文章也会“吐纳
律吕”，有自己的声韵节奏。刘勰又说“是以声
画妍媸，寄在吟咏。”强调了“吟咏”是判断文言
文好坏的关键因素。故而，学习文言文不能忽
略诵读。

诵读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文言文的记忆
背诵，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对中
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符合《普通高中语
文课程标准》学科核心素养中审美鉴赏与创造
的要求，即“通过审美体验、评价活动形成正确
的审美意识、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
味，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美、创造美的方
法。”诵读不仅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意识和
审美品位，同时它也是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方
法。《课程标准》同时在“中华传统经典研习”任
务群对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首要要求
就是“选择中国文化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
一些代表作品进行精读，体会其精神内涵、审美
追求和文化价值。”对文本的精读离不开诵
读，且不诵读又怎么能够走进文本，切身体
会文本的精神内涵、审美追求和文化价值呢？

如何对文言文进行诵读？周紫宜、瞿蜕园
两位先生在《文言浅说》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他们说：“古文的特点，首先是转折层次的分明。
有起有伏，有抑有扬，有过渡，有转折……如果
诵读起来，应该停顿的没有停顿，应该奔放的没
有奔放，应该分高低声调的没有分，那就说明文
章自文章，读者自读者，根本还不能理解，又怎
么能从中吸收优点供自己运用呢？”故而我们可
以得知，诵读文言文要重视文章的转折层次和
内容情感。在转折层次方面，要求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和学生一起，梳理好文章的结构层次，理
清文章的起承转合和抑扬起伏，由此来确定诵
读声音的抑扬起伏。当然，诵读声音的抑扬起伏
还须和文章的内容情感相匹配，这就要求学生
在诵读前要进入文章的情境之中，体会作者的
际遇，进入作者的喜怒哀乐之中，不能让“文章
自文章，读者自读者”。对教师来说，就是要在学
生诵读之前和学生一起读透文本，且知人论世，
理清作者思想情感的寄托。在学生诵读时，利用
条件给学生创设情境，让学生在思想和情感上
回到文本创作的历史现场，代入文本的喜怒哀
乐，读出作品的精神与气质。而评价学生读出作
品的精神与气质的标准，就如周紫宜、瞿蜕园两
位先生说的那样：“文章是慷慨激昂的，读起来
也会慷慨激昂；是缠绵悱恻的，也会缠绵悱恻；
是和平愉快的，也会和平愉快；是沉静幽深的，
也会沉静幽深。”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和古诗词的诵读
一样，文言文的诵读必须引起重视，这不仅因为
诵读是学习文言文的关键，更在于诵读能够帮
助学生进入文言情境之中，体会作品的精神与
气质，同时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鉴赏品味，让
学生掌握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方法。而培养学生
诵读能力的关键，则在于让学生在理解文本的
基础上，为学生营造诵读情境，尽可能地回到文
本的历史现场，体会文本的喜怒哀乐，做作者与
文本的知音，恰如辛弃疾读陶渊明作品后所说
的那样：“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如
此，便是会诵读了。
（作者单位：湖北省利川市清江外国语学校）

姻 张 娇

爱与善，撑起教育的蓝天

读罢刘心武先生的《善的教育》，爱与善良
的美好情愫，一直在我心灵深处闪耀。那些平
凡的小事里，处处彰显的是人性中最美好的爱
与善良。这让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同时也会
给我们的教育以智慧与启迪。我们需要什么
样的教育？教育什么样的学生？

教师职业的根本指向乃是启迪人的智慧，
培育人的灵魂；以美德启迪美德，以正义培育
正义。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意味着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对于孩子的心灵而
言，教师的人格、德性、品行是任何力量都不能
代替的。在德性修养的道路上，在向爱与善前
行的旅途中，我们义无反顾。

爱的教育散发着青春，善的教育彰显出人
性。杨必正老师，因为腿伤未愈，他拄着拐棍
坚持给学生上课，看到他的那份坚持，老师、
学生、社会都被他深深地感动了。杨老师凭着

对人民教育事业的爱心，顽强地坚守在讲台
上，他用他的勤劳和善良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
才。我相信他的学生们对他是敬佩有加的。

这也让我想起《京华时报》上的一篇报道：
高考与救人孰重要？湖北襄阳一中高三学生张
文迟给出了答案：“救人比高考更重要，救人的
事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张文迟与福建的一名4 岁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他当即确认了捐献
意愿。为了及时救助这名 4 岁的患者，正在进
行紧张高考冲刺的张文迟，决定先来京捐骨
髓，等身体恢复后再赶回去投入高考复习。高
考复习关键时刻赴京救人，这意味着张文迟有
再次落榜的可能。假如高考失利，其前途命运
又将如何？

可张文迟毅然选择了救人，救人比高考更
重要。这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张文迟在高考
复习的关键时期，毅然地选择了赴京捐献骨
髓，这也许会让他错过做飞行员的机会，他的

人生之路也许会受到一些阻碍。但是是什么让
张文迟果断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我想那便
是因为有了爱与善良。他的心灵里一定有一颗
善良的种子，它散发出了人性的光辉、爱的光
芒。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师应当意识到和
感受到每一个孩子的命运都由他负责，学校正
在培养的人的理想、健康和幸福，都取决于他
的精神素质和他的思想的完美性”。是的，虽然
我离“思想的完美性”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不得
不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每当看到学生对人生的
价值和意义有所思考、对社会前进的方向有所
反思、对自身的言行有所改善、对环境的改变
有所助益的时候，我更加坚定了向善的信念。

我们献身教育，那就要播下一颗善的种
子，让爱与善良在心灵深处萌芽，为教育撑起
一片蓝天。

（作者单位：湖北省利川市第五中学）

姻 文静怡

摘要：新课改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
要求，这就要求小学语文教师必须重视课堂教
学中的评价工作，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内容。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才能有
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为学生营造出良好的学
习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让学
生能够在语文教学中获得良好的发展。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评价方法；效果分析
一、评价目标应明确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为学生

明确评价目标，将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学习情
况进行结合，制定出符合学生实际的评价内容
和标准，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评价。此外，教
师还需要明确课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将其作
为评价的重点内容。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教
师应该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和技能，
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自身的语文素养。除此之
外，教师还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学生进行情
感教育、价值观教育等方面。这样才能提升学
生在语文课堂中的学习兴趣，为学生树立起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总之，教师需要以课堂
教学内容为基础，合理制定出明确的评价目
标，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二、评价方式要多样
传统的课堂评价方式多为教师对学生的

评价，而新课改提出要采用多元评价方式。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学生的评价，鼓励
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并积极地与他人交

流互动，在合作学习中获得全面发展。对于课
堂中出现的问题，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
点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例如，对于学习能力
较弱的学生可以通过鼓励性语言进行评价；对
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采取表扬式评价。
这样既能够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
又能够有效提升其学习效果。

同时，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多进行独立思
考，不能养成依赖老师的习惯，这样不仅不利
于学生的发展，还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因此，
教师在进行教学评价时，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
情况对其进行积极评价，让其在课堂活动中获
得良好的发展。

例如：教师在进行《三峡》一课教学时，先
让学生自主阅读课文，并提出自己在阅读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和看法。学生们纷纷发表自己的
意见，有的说文中作者写得太详细了，而我们
作为读者就没有什么感觉；有的说三峡不仅雄
伟壮观还很美丽；有的说文中没有介绍三峡的
特点；也有的说文中只有一个人在船上看到了
三峡景色。

三、评价内容要全面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地调
整，并结合学生的表现对其进行适当的评价。
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等方
面的评价，通过这些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有
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让他们在语文

学习中取得更大的进步。比如：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对学生朗读水平、知识掌握情
况、思考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同时也要关注
学生课堂表现情况。通过这样全面的评价内
容，能够让教师了解到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存在
的问题，并及时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有效提
升了课堂教学效果。

四、结论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评价是一项重要的工

作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能够有效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当然，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评价也不是万
能的，它只是对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反映方
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想提高评价效
果，就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不断创新评价方
式和评价方法，为学生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
围。这就需要小学语文教师要正确认识到评价
在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积极采用科学合理的评
价方式，注重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全面了解。只
有这样，才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学生营造
出良好的学习氛围。

参考文献：[1]张敏.小学语文教学中探究式教学法应
用的方法与效果分析[J].新课程,2021(46):125.[2]任小明.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理
念与实践[J].家长,2023(09):170-173.

（作者单位：湖北省利川市第三民族实验
小学）

教育应从娃娃抓起
———《我若为王》教后记

姻 王小燕
反贪反腐成为当前时尚，政府虽然做出了

一定的努力，但从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明显。今
天给学生讲《我若为王》，心有所感。

《我若为王》是聂绀弩先生的经典之一，通
过虚拟性的奇思异想和戏剧性的突转，把对皇
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的否定巧妙地表达出来。为
了让学生体会聂绀弩的心情，我让部分学生幻
想他们为王之后的事，学生很兴奋，发言也很
积极，但我归纳发现，众多学生首先想到的是
强军强国，复仇日本、美国或者说一切与中国
有过节的国家和地区；其次是改革教育制度，
可能现在学习压力大，有切肤之痛；而反映民
主思想、体现百姓利益的反贪反腐，却很少有
人提及。我不禁吃惊，关系民生的大问题，为什
么没有学生注意到呢？短暂地思考之后，我把
原因归结如下：

其一，缺乏反腐意识。可以说，当今的教育

宣传是难辞其咎的，这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的盲区。在高考这根指挥棒下，家庭、学校给学
生吹得最多的耳边风就是学习，学习是学生的
第一生命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
书，这就是学生的大部，虽然平时也听说些反
贪反腐的事，但只不过是一杯清茶而已，舒缓
下紧张的生活，哪会上纲上线地思考呢。

其二，社会的感染。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孩
子是大人的缩影。小小年纪，三宫六院、升官发
财、作威作福之类的思想一样不差，作为成年
人，我们首先要反思：谁传染了孩子们这样的
行为习惯，谁是他们的“恶师”。孩子们出生时
是一张“白纸”，洁白无瑕，其未来怎样主要靠
家长、学校和社会环境去塑造，如果周围的环
境和人们行为本来就存在瑕疵，那么生活于其
间，纯真懵懂的孩子们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
莲而不妖”，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如今，就连

清水衙门的教育部门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择
校费、教材回扣、校服回扣、学术腐败、暗箱操
作、高度垄断……正对孩子们进行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如沐春风般的教育，这些风气不纠，
何以正己正人？俗语云：“上梁不正下梁歪”，改
观也要溯源，治标更要治本，只要教育系统的
官员能够廉洁，并且不出现只顾部门利益的腐
败，教师队伍更加纯洁，反腐也不会在学生阶
段“失语”，从娃娃抓起的廉洁反腐教育也才可
能收到成效。

今天的孩子就是明天的希望，生活在污浊
的社会，要是再缺乏反腐意识，真正到他们堪
当大任的时候，要想他们有大的改观，谈何容
易。虽然“从娃娃抓起”是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足
球、计算机等问题时提出的倡导，但用在当今
反腐倡廉这一工作上也绝不为过。

（作者单位：湖北省利川市第五中学）

教学目标：1.思维发展与提升：把握《客至》文本中
“景—情”关系的特征；2.审美鉴赏与创造：品词赏句，了解文本批
注、旁笺等鉴赏方法，理解作品丰富的情感，感
知诗人的真率之趣与人格魅力；3.文化传承与理解：体会“待客”文化，传承
诗人“众生平等”观。

教学重点：1.思维发展与提升：把握《客至》文本中
“景—情”关系的特征；2.审美鉴赏与创造：品词赏句，了解文本批
注、旁笺等鉴赏方法；理解作品丰富的情感，感
知诗人的真率之趣与人格魅力；

教学难点：
文化传承与理解：体会“待客”文化，传承诗

人“众生平等”观。
教学过程：
一、课堂导入：同学们好，谭宗对杜甫的《客至》

一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无意为诗，率然而
成。”“增损一意不得，颠倒一句不得，变易一字不
得。”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杜甫的待客诗《客至》。

二、诵读目标
三、情境任务
为下一届同学学习杜甫的《客至》，提供一

份注释较为全面的学习资料。
学习活动一：我注杜诗———注释诗句解景语
请你仿照课本已有的注释，另外选择首联

和颔联的词语为其作注。
明确：（一）首联：1.皆：表示“都是”。草堂南北到处都是春

水，暗示出春江水势涨溢的情景，给人以江波浩
渺、茫茫一片之感。2.群鸥：鸥鸟性好猜疑，如人有心机，便不

肯亲近，在古人笔下常常是与世无争、没有心机
的隐者伴侣。由此得知，群鸥愿意在此处停留，
说明诗人也是一个没有心机、内心平静的人。3.日日：按照我们日常经验，鸟只要听到人
的脚步声、吵闹声便会飞走。鸥鸟日日到草堂附
近，说明此地偏僻幽静、少有人往。

总结：“皆”表明诗人居住空间环境单一，
“但见、日日”是时间上的单调重复，只有鸥鸟与
自己相伴，诗人将自己置身于单调的时空之中，
孤独之感、盼客之意跃然纸上。

（二）颔联：1.花径：中国古代文人常常逐“花”而居，如
“东篱”下的菊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暗
香浮动月黄昏”的梅花，无不暗示着主人高洁、
坚贞、不同流俗的品格与追求。“花”是传统文化
不可忽略的载体。同样如此，杜甫此刻虽贫困潦
倒，但仍在草堂小径种上鲜花，我们看到他不乏
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志趣高洁。2.蓬门：意为草搭建的门，足见其房屋简陋。3.不曾，今始：可能是因为诗人远离故乡，
此处没有朋友来访；也可能是诗人从未为朋友
的到来打扫过花径。但是今天却为崔明府做了
这些事，可见诗人迎客之热情。如果是诗人没有
做这些事情，又能很坦率地告诉朋友，足见两人
之间关系之亲近。

总结：花径扫与不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
过品读诗词，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诗人迎接老
朋友的喜悦之情、真挚之情。

学习活动二：我注杜诗———再作旁笺探人情
请你与所在小组同学合作，为颈联课本中

的注释做笺（笺就是在注的基础上，再去作思
考）。课本上已有注释“盘飧”“无兼味”“旧醅”。
请大家参考《宾至》及其注释，对比分析“无兼
味”和“腐儒餐”的不同之处。阅读“浊酒”有关诗
句，体会诗人此时的情感。

《宾至》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

“浊酒”诗句：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明确：1.对比分析“无兼味”和“腐儒餐”：我

们在招待客人时常常自谦，“没有好的饭菜”“没
有丰富的菜”，此刻我们知道杜甫身处异乡、生
活贫苦、条件有限，对友人表示歉意，且不乏真
诚。而在《宾至》中用“腐儒”，二字本指“迂腐寒
酸的儒生”，作者以此自指，自谦之中还有自伤之
意。且读来就是生硬地告诉宾客，我这里食物倒
是有，不过只是“腐儒餐”。更多的只是应酬。2.浊酒：代表了一种大众趣味和平民气质。
一杯旧醅，不光读出诗人此刻的窘迫、歉疚、真
诚，也读出了诗人经历世事后生命的沧桑厚重。
从一些“浊酒”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既表达
一种个人情绪，也呈现了一种家国情怀，是独特
的文化符号。

学习活动三：杜诗注我———赏句联读品人格

尾联“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这一举动是否符合传统待客礼节？试分析杜甫
为何这样做。你从中看到诗人什么形象？

明确：诗人的做法不符合传统的待客之道
的。崔明府出自名门世家，老翁来自蓬门荜户；
一位在朝为官，一位乡野村夫；一位劳形于案
牍，一位耕耘在乡间。用世俗的眼光看，两人之
间有天壤之别，并不适合在一起喝酒。古时等级
森严、不可逾越，人与人之间因属于不同的阶级
而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

杜甫打破常规，邀请隔壁老翁来与崔明府
对饮。我们曾经学习过《琵琶行》，白居易与琵琶
女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但经历相似、同病相怜，
震撼人心。同样的，此时，三人因为真诚的友情
聚在一起，开怀畅饮。“隔篱呼取”看出，邀请隔
壁老翁喝酒是他经常做的事，两人之间的友情
已经到了熟不拘礼的地步。

此外，杜甫也走进底层，为仆人写诗，如“病
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报之以微
寒，共给酒一斛。”

心怀悲悯，为万物写诗，如“白鱼困密网，黄
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十月清
霜重，飘零何处归。”

杜甫打破了阶层、门第、文化、礼俗、客套，
发自内心地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平等对待世间
万物，散发出真诚的人格魅力，是大写之“人”，
诗圣之“圣”。

四、课堂总结
我们曾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中读出他治世安邦的理想；在

登高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戎
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中看到他体会到自身的
虚弱与渺小，感伤于时事的艰难与民生的苦难。

今天，我们通过品词赏句，文本批注，把握
情景关系，在他的待客诗中读出了另外一位杜
甫，读出了他丰富的情感。我们读出了他的孤
独、他的喜悦、他的率真、他的至情至性，看到了
他心中众生平等、爱人爱物。这便是“沉郁顿挫”
的“沉郁”，情感茂盛而浓郁，这是杜甫一段人生
的注脚，一个也识人间烟火的“性情中人”站在
了我们面前。

读诗，就是以他的生命，来触动我的生命。
面对前人的诗句，我们大胆猜测，用我们今天的
心与古人的心形成时空的碰撞，以诗为镜，照出
诗人、照出自己、照出时代，最后才能完成一个
详细的注解。

五、板书设计

六、作业布置
请同学们认真整理课堂学案，形成一份完

整的学习资料，以备下一届高二的同学们阅读
使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利川市第五中学）

《客至》———以待客之道 悟杜甫心境
姻 刘 洋

摘要：案例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起桥梁，
应用案例教学法可以降低理论知识的学习难
度，也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研究基于案
例教学法的应用优势，立足课前准备、课堂授
课、课程考核三个教学环节分析高中政治课堂
中运用该教学方法的路径，旨在保障课程教学
实效。

关键词：高中政治；案例教学法；应用方法
政治课堂是学校开展思政教育工作的主

阵地，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
手。政治学科理论抽象、深刻，高中政治学科知
识体系庞大，部分高中生在政治学习中遭遇了
困境，对理论知识认知层次浅，缺乏实践运用
能力。同时，受应试教育环境影响，高中政治课
程教学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案例
教学法引入高中政治课堂中，典型的、丰富的
教学案例能够支持学生深入了解政治理论，帮
助学生积累政治理论运用经验，符合发展学生
政治核心素养的要求。但是，长期以来高中政
治课堂教学中教学案例选择不当、应用低效，
因此对案例教学法的实际应用路径还有待深
入研究。

一、教学准备环节严格筛选案例
案例教学法运用需要提前筛选合适案例，

要求教师明确本堂课的教学内容、目标要求和
重点、难点，选择或者自行设计对教学内容具
有包容性、对教学目标具有承载性、对教学重
难点突破具有辅助性的案例，提高教学案例质
量，支持因材施教[1]。

如“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课时教学中，选择
能够表现不同地域、国家或民族文化习惯差异
的生活化案例比较贴合教学内容，也符合课时
教学要求。比如结合各国的餐桌礼仪设计和收
集案例资源，包括对比用餐中中国人和印度人
对“发出咀嚼声”的不同看法，以及日本和韩国
对用餐中颔首进食避免被他人看到口中食物
的用餐习惯的差异化认知……

上述案例体现明显的生活化特征和跨文
化理念，正好契合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现
实，利于学生形成跨文化意识。

二、课程授课环节有效运用案例
课前做好充分准备后，授课阶段才是实践

运用案例的环节，教师应该投入更多关注，研
究和设计案例的应用时机、路径[2]。同样是“文
化对人的影响”一课，以案例为中心组织教学
活动，关注课程资源的合理分配，案例讨论环
节教师注意角色身份转变，为学生提供更开阔
的自由讨论空间，但是教师也要提前设计提纲
为学生引领讨论方向，在案例讨论过程中收集
信息，同时为学生提供汇报讨论结果的契机，
在课堂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延伸其他
案例或者话题，比如从餐桌文化过渡到服饰文
化上。

此外，授课环节除了运用教师提前准备好
的案例，还可以鼓励学生分享案例，丰富案例

教学资源的同时还能激活学生的参与意识，利
于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知识教学中，首先
让学生分享他们在前置性作业任务驱动下搜集
的相关案例，铺垫背景，为新知教学做准备，然
后组织学生解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历
程，并以不同民族的“小故事”作为案例素材引
导学生认知和阐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
要性，评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促进民族区域
发展上起到的作用。

三、课程考核环节科学设计案例
课程考核是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教学质

量和成果评价能够向我们反馈客观的学情信
息，辅助我们完善课程体系和优化教学设计，使
课程教学质量循环提升[3]。高中政治课程考核中
教学案例同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和独特的应用
价值，教师设计考核案例要结合学生对知识点
的把握情况、学习进度，联系重要知识点，设计
多种类型的案例，考查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效
果和运用能力。

如“文化的内涵与功能”知识考核中引入
案例：首先，可以结合学生熟悉的典故，比如

“孟母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让学生基
于学科角度分析案例。再如结合具体案例：案
例一：“纽约地铁站偷窃和抢劫现象频发，纽约
市长安东尼奥并没有采用暴力抓捕的方式改
善治安，而是在地铁站播放贝多芬、莫扎特的
古典音乐，结果真的降低了地铁站周围的偷窃
和抢劫事件发生率。”，要求学生基于学科角度
分析案例；案例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
绸之路经济带”。结合具体案例，通过分析案例
感知文化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
推动发展等多样化的功能，加深学生对这部分
知识的理解。

结语：案例教学法是常用教学方法，但是在
传统课堂和现代课堂中的应用效果迥异，这体
现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缺陷，要求我们主动
探寻新时期案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环节中的应
用思路。

高中政治课程教学中合理筛选教学案例、
灵活运用教学案例对充实课程资源和革新教学
方法至关重要，案例教学设计应该贯穿教学活
动全过程，从教学准备到课程考核，体现案例教
学设计的整体性和有效性，让优质教学案例成
为知识传播的载体，成为驱动学生思维发展的
动力，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促进学生均衡、全
面发展。

参考文献：[1]马晓兰.案例教学法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
应用[J].新课程,2022(04):114-115.[2]马淑梅.刍议高中政治教学的创新策略[J].新课程,2021(49):177-178.[3]王宇.如何有效提高高中政治课堂的高效
性[J].读写算,2021(30):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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