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吉县实验初级中学 胡 萍

诗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周礼·春官·大司乐》曰：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几千年来，诗乐在陶冶情

操、滋养心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有责任让学生了

解、熟悉并喜爱祖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激活民族基因，促发民族

自觉。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我们发现“古诗文吟诵”不失为引

领学生进入民族音乐学习的有效路径，本文将结合《江雪》课堂

实录片段来谈谈诗乐教学的特征和价值。

以下是课堂片段实录：

师：请之前演奏竖笛的学生逐个自由吹奏，其余学生感受

其表现的意境，互相交流，比如吹出渐弱的颤音表现意犹未尽

的感觉，其余学生用哼鸣模拟；请演奏竖笛的学生合作表现，自

由加入和淡出，其余学生聆听交流；请学生试奏扬琴，尝试用

拍、击、敲琴的各个部位发声，找到自己喜欢的音色参与到竖笛

组的合奏；

生：聆听《江雪》，关注古琴、吟唱；画古琴的音乐形态（用毛

笔）；关注尾声的意蕴，用图谱表现；搓手、响舌、拍腿参与到音乐

中……

课堂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像一幅水墨画，素、雅、空、

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满足。

一、素——江天一色无纤尘

1.教学材料的选择显“素”

这些课例都只用一个教学材料，比如《江雪》就是我国当代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的《第十交响曲“江雪”》片段。这部交响曲的

灵感来自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单乐章，采用故事

吟唱、古琴演奏与交响乐队合作表现的形式，表达了朱践耳的批

判意识和对独立人格的独特理解，体现了当代艺术家和一首经

典古诗跨时空产生的精神共鸣。此为一“素”。

2.教学手段的运用显“素”

这些课打破了传统音乐教学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教学方式，

采用的都是直接进入音乐本体的最简单、纯朴的教学手段。教

师让学生吟诵、交流、调整、再吟诵，演奏、尝试、交流、调整、再演

奏。没有哗众取宠，更没有夺人眼球，有的是不断地循循善诱、

不停地鼓励启发和激趣设疑。此为二“素”。

二、雅——江流婉转绕芳甸

1.教学语境的营造显“雅”

教学不再一味关注知识技能，而是大量关注审美意境，有历

史的，有文学的，有器乐加人声的，等等。在这样“雅致”的语境

中学习，师生角色定位非常自然。给学生松绑后，学生表现得越

来越自由，课堂创造力也得到彻底激发。比如学生从一开始竖

笛不敢吹出声音到后面能流畅地演奏，从小声诵读到大声吟唱

等，皆因语境“雅”所致。

2.教学内容的选取显“雅”

这些经典古诗文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内容本身就极为雅

致。比如《江雪》以古琴名曲《梅花三弄》贯穿，在演奏风格上，不

仅运用了“清雅悠远”的审美观，还大胆运用了“杀声”。这首交

响曲，并非单纯为古诗谱曲，也不在写柳宗元的个人遭遇，而是

借助诗的意境，以吟、诵、唱相结合的手法，加上古琴新韵，站在

今人的立场下，以现代化、交响化的表述来弘扬独立人格精神。

人声、古琴、乐队的合作既保持了高度的统一，又各自得到了充

分的发展，显得极为雅致。

三、空——江水流春去欲尽

1.教学语言的引导留“空”

“请把你的感觉表现出来。”“请你尝试一下。”“你还能用不

同的方法表现你想要表现的声音吗？”“你觉得什么时候进入好

就什么时候进入。”……这些教学用语大都没有指令性的要求，

更没有具象性的描述，有的只是引导、鼓励、启发，为学生营造了

自由的开放空间。大量的课堂时间留给声音意义的不确定性，

使每一位学生的创造性行为和想象力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形成

与古人的隔空对话，与乐本的亲密交流。

2.学生活动的设计留“空”

黑格尔曾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而我们平常太多

看到很多教学打着审美的旗号，让学生始终处于一种忙碌状态，

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因此，我们应该想方设法让学生“空”起

来。只有“空”，才能解放学生的身体，让他们把身体当成最好的

乐器来参与音乐；只有“空”，才能解放学生的头脑，帮助他们构

建音乐思维；只有“空”，才能解放学生的心灵，让他们能自由地

想象和表现；只有“空”，才能帮助他们找寻到只属于自己的独特

的音乐感觉。

四、白——江潭落月复西斜

1.作品内容的选择留“白”

在古诗文中，留白艺术是形象化的结束，却是意象化的开

始。在上述课例中，古诗作品和音乐作品也凸显了留白的艺术

特征。这种技法突出地表现了“诗如乐，乐如诗”，使音乐产生很

强的艺术张力，给听者留下更多想象的审美空间。诗乐同源，古

诗讲究气韵生动，疏可跑马，密不容针。其中的“疏可跑马”，主

要是指留白艺术。音乐亦然，往往一音千金，如同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带领学生细细品味一音之韵味，无限不可言喻、只

可意会的境界皆在其中。

2.教学策略的预设留“白”

留白，雅称“余玉”，就是在整幅画面中刻意留出必要的空

白，借以表达一种“空灵美”，以期给欣赏者留下无限的遐想和思

索的余地。在诗乐教学中，教师的大量留白会让学生发出“不仅

能这样敲，还可以那样吟”的感叹，收获意外的惊喜。诗词赏析

终离不开一个“想”字，音乐更需要想象，留白就是给学生留出大

量可以自由畅想的空间，更好地表现音乐。

诗乐，在心，在艺，在情，在感。诗乐教学旨在促发学生内心

的真实想法和鼓励学生情感的表现，而表现的最高标准，是和

谐。和谐就是美，是优雅。诗乐教学不再追求整齐划一的模仿，

开始追求极具个性的表达，这才是理想中开放式的生本课堂。

诗乐融合 相得益彰

□嵊州市剡溪小学 郭伶丽

角色体验，是指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

通过模仿、想象、扮演各种角色，在亲身经历

中去体验、感受生活，并创造性地反映生活，

是一种仿真性的教学活动。这是小学道德与

法治课堂经常采用的一种课堂活动形式。尽

管角色体验活动形式新颖多样，但有时却难

以深入学生的心灵，难以唤起内心的深刻感

受。笔者就此结合具体案例，提出以下思考：

一、紧扣目标巧安排，显体验“含金量”

目标是教学的导向和归宿。角色体验活

动应该以有效实现教学目标为依据。因此，

教师在设计角色体验活动前要紧扣目标，精

心选择有价值的问题，创设体验情境，开展体

验活动。

《大家一起来》这一课以培养学生的合作

意识与合作能力为重点。教师基于对重点的

把握，可以就地取材，采用课本中蒙眼画鼻子

的体验活动，引导学生理解合作的意义与价

值。教师先让几名学生体验独自蒙眼画鼻

子，接着让这几名学生每人找一个伙伴，两人

一组画鼻子，每一组的其中一人仍然蒙眼，另

一人在旁边用语言引导，互相配合、共同完成

添画鼻子的任务。活动结束后，让蒙眼的学

生说感受。

在这个简单的游戏中，学生们通过做、

看、说领悟了合作的内涵，也体验到了合作的

重要性。因为紧扣目标设计，教学重点在活

动中自然突破，教学目标自然达成，角色体验

的含金量得以凸显。

二、创设有价值“前奏”，引体验“生共鸣”

角色体验活动是为了生成某种体验而创

设的。如果缺乏对所扮角色的共情，就无法

让学生产生真正的体验。为此，教师要创造

氛围帮助学生尽快进入情境。活动前做适当

的铺垫，学生才能真正换位体验，进入角色，

从而拨动心弦，获得情感上的共鸣。

比如三年级下册《爱心的传递者》这一

课，为让学生“对弱势人群有同情心和爱心，

要有尊重和平等的观念，并愿意尽力帮助他

们”，教师设计了一个“蒙眼过桥”的体验活

动。活动前，教师通过图片让学生知道残疾

人是什么样子，再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学生，残

疾人的生活很不容易；接着通过看录像，让学

生增加对残疾人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到残疾

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他们要像

正常人一样生活，就要付出比正常人多得多

的努力。有了这些认识和情感上的铺垫，再

让学生进行角色体验游戏，学生便会自觉地

将自己的角色转换成残疾人，去体验非自我

的生活。

三、精选生活情境，让体验“接地气”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版）》

指出，遵循儿童生活的逻辑，以儿童的现实生

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泉，以密切联系儿童

生活的主题活动或游戏为载体，以正确的价

值观引导儿童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

活。角色体验活动也一样，只有贴近儿童生

活的，才能唤起儿童的真感受。

《爱心的传递者》第二板块“善于帮助他

人”的目标是“学习关爱他人的方法和智

慧”。根据学生平日的生活，教师选取了几个

具有普遍性的“镜头”：

1.值日生丁丁吃力地踮起脚尖，还是擦

不到黑板上方。这时，旁边一名个子很高的

男生笑嘻嘻地打趣道：“嘿嘿，个子太矮擦不

着了吧，我来帮你吧。”丁丁一听，不高兴了：

“多管闲事，才不要你帮忙。”

2.玲玲做数学题时，遇到了“拦路虎”，想

了很久也不会做。这时，同桌康康凑过去说：

“咦，这么简单都不会，我做给你看。”玲玲红

着脸，把头一扭，硬是不要康康帮忙。

讨论：为什么丁丁、玲玲都不愿接受别人

的帮助？那要怎么说、怎么做，丁丁、玲玲就会

乐意接受帮助呢？请你选择一个角色演一演。

虽然学生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人，

但是由于生活阅历较少，缺乏关爱他人的方

法，可能导致他们在关爱他人时遭遇挫折，甚

至无意中伤害他人。通过撷取儿童生活中常

见的“镜头”，展开讨论和体验，体会当事者的

心情，从而让学生懂得帮助他人时要了解他

人需要，要讲究策略。

四、注重顺势点化，让体验“入心灵”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

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角

色体验活动要注重活动的有效性，避免形式

主义。教师在活动中要顺势引导，引发学生

的深层次思考。

比如二年级下册《学习有方法》这一课，

是让学生明白学习方法的重要性，感受学习

方法的多样性，强化“学习有方法”的意识，进

而增强解决问题的信心。课始，教师安排了

一个“玩转24点”的趣味体验游戏。第一次

请一名学生任意抽取了4张牌，鼓励大家用不

同方法得出24点。交流后，进行第二次体验

活动——小组“玩转24点”游戏，同样抽取4

张牌，这一次不仅比哪一组算得快，还要比哪

一组方法多。交流方法后，进行第三次体验

活动。案例中，教师利用“玩转24点”这个体

验游戏，让学生分三次体验。第一次没有方

法指导，第二次小组玩再交流方法，第三次按

照方法再玩。显然，学生们有了方法的指导

后，不仅计算速度变快，还能想出多种计算方

法。教师很好地把握住学生们的这一体会，

顺势引导学生们谈感受。学生们在讨论中，

明白了方法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也感受了学

习方法的多样性，强化了“学习有方法”的意

识，进而增强了解决问题的信心。

角色体验旨在让学生通过活动去体验、

去感受，解决他们真实的困惑。它看似简单，

却内涵丰实。如果教师能蹲下身来，从学生

的视角去思考，从童趣的维度去设计，从激励

的角度去引领，看似简约的角色体验，定能促

动学生的心灵，唤醒学生真实的情感，让课堂

显实效。

角色体验 激活课堂

KWL策略促进学生思维能力提升的课例探究
□湖州市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何 彦

英语学科要承担起“培养学生基本英语

素养和发展学生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综合

人文素养”的任务，这为英语教学重心转移

定下了基调。在人教版教材中，Story time

板块的内容是紧密结合各单元主题的卡通

故事。这些故事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符合

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具有深刻的教学价值。

因此，探索如何教学这一板块的内容就显得

尤为重要。为此，笔者尝试以提升学生的思

维能力为目标，运用KWL策略来进行Story

time板块的教学。

KWL是美国学者Donna Ogle于1986

年提出的一种教学策略，即“What I know?

What I want to know? What I learn?”

三个问题的缩写。在小学英语故事教学中运

用KWL策略，强调从学生原有的水平出发，激

发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变学生被动思考的过

程为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从而促进思维能力

的提升。在Pre-task环节，运用K策略唤醒认

知，初步思考；在While-task环节，运用W策

略理解故事，主动思考；在Post-task环节，运

用L策略体验语用，深入思考。笔者以人教版

教材四年级上册“U5 Dinner’s ready Part

C Story time”为例，开展运用KWL策略提

升学生思维能力的探索。

一、Pre-task环节：运用K策略唤醒认知

K策略教学环节是指“What I know”

的教学环节，是故事的导入环节。教师运

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启发学生的思维，唤

起学生自我认知体系中对所学故事的认

知，引导学生对以往学过的一些英语表达

进行回顾，对所学的一些科学知识或文学

知识进行思考。

在导入环节，教师播放有关食物的歌曲，

引导学生找出歌曲中食物的单词。接下来，

教师将一些已学过的单词按Food、Drink、

Fruits三类话题归类，再让学生说说还知道

哪些有关Food、Drink、Fruits的单词，充分

挖掘学生关于食物话题的知识，启发学生的

思考，为后面的故事教学奠定基础。

在课题呈现中，教师运用问题层层递进，

让学生理解menu的含义，不仅启发学生思

考，而且通过留下悬念的方式调动学生的阅

读兴趣，成为故事导入的突破口。

二、While-task环节：运用W策略理解

故事

W策略教学环节是指“What I want

to know”的教学环节，是故事的理解环节和

内化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教师需要运用图

片视频预测、多元问题互动、模拟角色体验等

方式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意识。学生在积极

主动、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氛围中理解故事

文本，进行自主性的语言实践，从而提升语言

综合运用能力。

在故事呈现环节，教师引导学生通过观

察图片信息，展开思考，进行预测。教师出示

一张餐馆图片，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预测故

事的发展。预测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

间，让学生的阅读在预测与故事发展之间走

向深入，让学生的思维在预测与故事发展之

间得以激活。然后，学生就可以通过快速浏

览整个故事，大致了解故事发生的地点及故

事中的主人公。

教师还可以运用留白，以读促思。留

白是指在叙述和描写的过程中出于表达的

需要从而欲言又止，给读者留下可以充分

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这是一种无声胜有声

的教学艺术，能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

教师用留白的方式设置悬念，激发学生的

阅读兴趣，降低阅读难度，激活阅读思维，

让学生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理解，在理

解中内化，在内化中提升阅读能力和表达

能力。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

出：现代外语教育注重语言学习的过程，强调

语言学习的实践性，主张学生在语境中接触、

体验和理解真实的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学习

和运用语言。因此，主张教师精心设计，引导

学生主动体验、多元互动、快乐交流。这也是

故事教学中培养学生主动思维和有效表达的

最佳途径。

教师在执教本课时，以任务为载体，通过

朗读故事、表演故事的方式让学生体验故

事。学生在角色体验中经过思考与内化，进

一步加深对故事的理解，从感性认识上升到

理性认识，将故事的发展也推进到高潮部

分。他们在表演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的语

言、动作与形态。表演促进思考，思考又反作

用于表演。在这一板块的教学中，教师智慧

地“导”，学生主动地“体验”，积极参与，做到

了语言高效输出。

三、Post-task 环节：运用 L 策略体验

语用

L策略教学环节是指“What I learn”的

教学环节，是故事的总结提炼、体验语用的过

程。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可以运用思维导图、

板书、为故事续编结尾等方式引导学生在提

取信息的过程中再次复习语言，在提升思维

的活动中运用语言。

1.运用思维导图，提炼思维

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茂的技巧，把故事

中的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用相关的层级图

表现出来。它能帮助学生整理故事思路，理

解故事内容和归纳故事思想，使得学生的描

述和复述更有条理性和层次性，同时为学生

的语言输出提供更为优秀的服务，促进学生

有效思考。如教师在执教本课时尝试利用表

格的方式让学生回顾与复述故事Zip三次点

单的过程。

在这个板块的知识梳理过程中，教师通

过思维导图，以问题形式逐步引导学生。学

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提高自己的理

解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想象能力，激

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图文并茂

的思维导图开启的不单单是记忆之门，更是

批判性思维的萌生之路。

2.运用结尾，启发思维

读后活动是对故事阅读材料进行延伸和

综合运用的过程。学生只有置身于与自身实

际生活相关的真实情景中，才会主动进行语

言的实践运用。续编故事是一种创造性的讲

述，是学生在学习和理解所学故事的基础上，

通过想象、分析、整理之后用自己的话编出故

事的结尾。因此，它有助于训练学生的逻辑

推理能力。教师在执教本课的拓展环节时，

就采用了让学生续编结尾的方式进行语言拓

展和综合运用。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是英语学科的首

要任务。在英语故事教学中运用KWL策略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还只是笔者的初步探

索，但是通过探索，笔者看到了学生对英语

故事教学的喜爱，感受到了学生在故事学

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见证了他们思维能

力的展现。阅读和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故事教学中教师要巧妙运用策略设计教

学任务，训练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

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相互促进，共同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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