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亲历中感悟意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亲历中感悟意义》

13位ISBN编号：9787549913893

10位ISBN编号：7549913897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唐江澎,张克中

页数：2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在亲历中感悟意义》

内容概要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有活动不等于学生有体验？什么是“活动体验”式教学？语文教学需要活动
设计？教师必须是个优秀的演讲者吗？倾听是一种能力？应试作文教学绝不是写作教学，那么写作课
应该怎么上⋯⋯面对乱象丛生、步履维艰的当代高中语文教学，《在亲历中感悟意义(例说语文活动体
验式教学)》作者唐江澎、张克中从“活动体验”武教学的视角，力图寻觅高中语文教学的新路径。
    《在亲历中感悟意义(例说语文活动体验式教学)》的可贵之处在于用案例解读正确的语文教学观。
它在呈现具体教学案例的同时，对案例中极容易被人忽略却又是关乎教师教学行为正误的细节进行了
深入的解读分析，在语文教学行为的叙述中全面阐释“活动体验”武教学的要义、活动设计和操作规
范。全书用四个独立的章节，具体呈现了“活动体验”式教学情境下“诗歌”“演讲”“倾听”“写
作”课的有效开展问题，具有极强的示范性与可操作性。
    本书观点鲜明，亮点突出，目标明确，在语文课程教学手段的多样性、丰富性与有效性方面，满足
了新时代背景下对语文课程学习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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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历中感悟意义》

作者简介

　　唐江澎，男，1963年生，陕西洛南人。现为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
，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苏州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课程改革专家组成员，江苏
省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学语文学科组专家。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教授级中学高级
教师。　　张克中，男，1967年生，江苏丰县人。198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高中语文
教学至今，长期致力于语文教材和课堂教学研究，现供职于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江苏省教授级中学
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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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历中感悟意义》

书籍目录

第一辑　概念的理解--关于活动体验式教学我们为什么要提“活动体验式教学”这个概念什么叫做活
动体验有体验的活动才有意义活动体验式教学的实践意义第二辑　为什么设计--活动体验式教学中的
活动设计我们为什么需要活动设计活动设计的普遍性原则走出课堂的活动体验教学一场模拟活动设计
参与的体悟与发现第三辑　歌者长吟--活动体验式教学中的诗歌课活动体验式教学下的诗歌课朗诵诗
歌的基本原则了解背景很重要感受与想象以恰当的声音传递诗人的情感诵读是诗歌意义的再创造第四
辑　舌尖上的思想--活动体验式教学中的演讲课演讲课不是文本分析课教师应该是优秀的演讲者教师
上演讲课的准备好的演讲课有何标准让学生了解非语言交流的重要性把学生训练成善于口头表达的人
第五辑　倾听是种能力--活动体验式教学中的听力训练课倾听是一种能力倾听课的教学内容训练倾听
能力的途径怎样倾听才能捕捉有效信息教师在倾听训练中的角色第六辑　文字结巢的体悟--活动体验
式教学中的写作课写作是一场情感和思想的旅行阅读的准备我们需要观察生活写作要有自己的精神立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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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历中感悟意义》

章节摘录

　　如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一“向青春举杯”专题的第一板块“吟诵青春”，教学的重点就应该
是诗歌意义的构建与呈现，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方法，使学生把文本与直接、间接的生活经验联
系起来，对文本产生富有“个人意义”的理解，并用恰当的声音形式来呈现这种理解。　　以《相信
未来》为例。它的第三节怎么读呢？这首先应该引导学生反复揣摩诗句的含义，寻找恰当的停顿方法
，是“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还是“我要用手指／
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通过对比可以看到，“手指”与“排浪”
、“手掌”与“大海”构成比喻关系，只有这样的巨手，才能摇曳曙光那枝笔杆。可见，后一种停顿
方法，能够准确表现诗人奇诡的想象和诗作壮阔的气势，也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在传
递诗人情感时更有气势和力度.　　在具体教学中，了解毛泽东青年时代学习生活的经历，分析《相信
未来》、《让我们一起奔腾吧》的内在情感旋律，把握诗歌的意象，都有助于加深理解诗作内容，有
助于寻找传达诗作思想情感的声音形式。　　教师在引导学生把握了诗作的情感基调后，还要指导学
生通过揣摩语音语调的高低、停连、快慢、轻重，找到恰当的声音表现形式（这种指导与朗诵专业技
术指导的本质区别在于，语文课堂只想让学生把诗人的情感用声音表达出来，学生只是尽可能地利用
自己的声音条件，学习体会一些基本的诵读要领）。例如，《沁园春.长沙》格调昂扬豪迈，要读得声
韵饱满、大气磅礴。“看”、“怅”、“问”、“忆”领起的句子，要读出不同的语气。《相信未来
》沉稳而坚定，前三节收尾的“相信未来”要用逐次递进的声音表现，与第四节前两句情感贯通。第
五、六诗节，不可以在每句诗后都作停顿，以免阻滞情感表达，要看住“不管⋯⋯是⋯⋯还是⋯⋯”
“我坚信⋯⋯一定会⋯⋯”几个关键词，一气呵成，在语气对比中表现坚定的信念，然后用真诚而高
昂的语气读出第七节。《让我们奔腾吧》激情洋溢，声音的停连可以借助诗的朗诵诗歌的基本原则1.
朗诵是基于理解的声音呈现补交材料3-1　　诗的传播有两大途径：文字的和声音的，前者诉诸视觉，
后者诉诸听觉，各有各的功用，两者不可偏废。相比较而言，声音的传播另有一功：让语言附着于悦
耳的歌喉，用抑扬顿挫打造出它的神韵一一这便是朗诵；还有音乐的陪衬、现代音响的润饰⋯⋯文字
符号被注入了声势情态，真了、实了、活了、美了，成了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有声有色的文学精灵
。现代人的“阅读”，已经不满足于“一目了然”，尤其是诗，本就具有“平平仄仄”、“抑扬顿挫
”的音乐性，诉诸听觉，可以获得“立体”的审美愉悅⋯⋯　　（选自《诗歌朗诵艺术》，陆澄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我们首先要声明的是，中学语文课堂的诗歌朗诵不可以上成诗歌
技巧指导课，语文课不是诗歌朗诵艺术的专业课。活动体验式教学中的诗歌朗诵只能组织学生围绕“
理解”与“朗诵”两个关键点展开活动，在理解、感受的基础上朗诵，在朗诵揣摩的过程中加深理解
、感受。通过活动体验，学生朗诵诗歌能够准确把握作品内容，传达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感情倾向，并
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如此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声音”，只是这个“声音”的重点
不是技巧而是理解。朗诵是基于理解的声音呈现。“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播
音专家张颂先生也指出，朗读作品“必须从全篇着眼，深入探究饱含着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找到文字
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内心依据”，“不从内心依据出发去研究语言发动的全过程，就不能揭示朗读
的真切奥秘，也就不能说是认识了朗读的真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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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历中感悟意义》

精彩短评

1、浏览。主导思路上略有偏差，强调体验感悟的价值是对的，但提出“活动体验式的教学”，就有
点过了，同样过的还有让教师成为“优秀演讲者”的说法。另外，在听力训练上其实应该更细致，这
一点可以参考一下台湾的标准。
2、作者是非常敏锐的，既能把握住学生在课堂上的一些小心思，也能给出一些很有针对性的建议，
比如讲毕淑敏的那堂课，利弊剖析得很好。但是，在理论上的警惕性显然不足，活动课程会不会稀释
了语文课上“语文”的含量，或者说，语文是天然就是带有体验式的，还是这种体验式教学是一种最
新的教学理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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