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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活“引入”课堂教学

◎郭未旋
摘要：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教学中，把生活实例引入到课堂教学里，改变了课堂教学内容仅仅局限于教材。课文内容、

图片来源于生活，应该尽量多层面多方位反映现实生活。然而，教学内容就应该回归于生活，运用各种方式去复原、去丰

富所要描述的生活本身。本文从利用生活经验，让课堂语言更有内涵、联系生活体验，让课堂教学富有情趣、孕育生活场景，

让语言训练更为丰富、点击生活现实，让课文内容富有生活化四个方面阐述如何把生活“引入”课堂教学。

关键词：生活　道德与法治　引入　课堂教学

把生活情境带入课堂教中，是新课程

标准所首倡的。现在的教学恰恰离开了学

生的生活需要，课堂教学的内容仅仅只局

限于书上，教学中，没有融合鲜活、丰富

的社会生活，单调、乏味，失去了生活实

践的情境和兴趣。因此，小学道德与法治

教学必须疏通学生书本世界和生活世界之

间的范围，必须和学生的生活需要、精神

需要联系在一起，让人格学习回归生活的

本真。

一、利用生活经验，让课堂语言更有内涵

作为教师，应该利用学生生活经验引

领学生对课文中完美的形象，深刻的意蕴，

丰富的内涵，遣词造句的色调以及语言节

奏强弱等进行感悟、推敲、品味，从而获

得感情陶冶、精神净化、语言习得。

案例：《我懂事了》（新北师大版三

年级道德与社会上册）

师：同学们，我们已经知道，是爸爸

妈妈给我们以生命，是他们无微不至地关

心我们，哺育我们健康成长。随着我们不

断长大，我们懂得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如

今我们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无论在学校

还是在家里，都应该变得懂事。那么你们

知道什么是懂事吗？

（学生思考）

师：想一想？哪些事情是我们已经可

以自己做了，可以让爸妈下班回来后，多

休息一会儿，能让他们感到高兴的事。

生：爸爸下班回家后，我拿鞋子给爸

爸换。

生：我帮妈妈洗苹果。

生：有一次，妈妈感冒发烧了，我帮

妈妈倒水。

生：周末，妈妈不在家，我自己打扫

房间，还洗地板。

……

师：爸爸、妈妈为了家庭的生活而劳

累，工作很艰辛。我们已经是三年级的学

生了，应该懂事了，要减轻爸爸、妈妈的

负担，做一个好孩子。

对“懂事”一词，我不是简单地向学

生解释，而是引导学生通过生活实例去感

悟父母的辛苦，促进学生对语言的消化和

吸收，再教育学生怎样做一个懂事的孩子，

这样的情感教育真正做到了“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二、联系生活体验，让课堂教学富有情趣

布鲁姆指出：“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

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孩子们乐学了，学习就不再是一种负担，

从而使“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如

何把传统的知识传授变为主动的获取新

知，寓教于乐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和网

络丰富的资源优势就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因此，课堂教学要唤起学生的生活情

感，将书籍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相沟通，

让学生获得真正的心灵体验。

案例：《我们的校园》（部编版一年

级道德与法治上册）

师：同学们喜欢玩游戏吗？我们一起

来“猜一猜”。利用多媒体课件，用一个

个小方格叠加组合起来，拼出我们学校的

全景图时，学生高兴地欢呼起我们的学校

时，大家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了本节课将要

探讨的话题——“我们的学校”上。继而

揭示课题。这样巧妙地缔造引出课题的情

景，以“趣”引子，学生的学习欲望就空

前高涨。在学生热烈交流中感受到学校活

动的丰富多彩，教师素质高、学生能力强、

学校设施的现代化等，学生对学校的热爱

之情也油然而生。

三、孕育生活场景，让语言训练更为丰富

李海林在《言语教学论》中指出：“生

活化”不同于把课堂搬到社会，而是把生

活中的某些要素“引入”教学，从而实现

课堂内与课堂外的贯通，变课堂为语言交

际场景和场所。生活是语言的源泉，有了

生活才有语言，而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开

展语言训练，才能使语言训练生活化。

案例：《小水滴的诉说》（部编版二

年级道德与法治上册））

这篇课文主要是让学生学会如何从

小事做起节约用水。生活中保护水的方法

有很多种，接着我让学生以：“　　　可

以　　　，还可以　　　。”的句式联系

自己的生活实际，展开说。

生：洗衣服的水可以擦桌子、还可以

洗地板。

生：洗衣服的水可以冲厕所，还可以

洗脚。

生：淘米水可以洗菜，不仅节约了水，

还可以清除蔬菜上的残存农药。

书上学到的文字，要成为学生的口头

语言，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这过程就是

要用于创设情境，沟通语言教学和学生个

体生活之间的联系，将学生的生活积累运

用于真实情境之中，将课堂变成言语的交

际场所，是课堂呈现生活的气息。

四、点击生活现实，让课文内容富有生活化

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每一张图片都

来自于生活，课堂教学的外延与生活的外

延是相等的，我们理应以课堂教学为起始

来实施生活化的教学，加强课堂教学与生

活的沟通，让教学贴近生活，联系生活。

案例：《我不拖拉》（部编版一年级

道德与法治下册））

师：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像“拖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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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演奏中的心理问题
及解决方法探索

◎外力·阿不都热西提
摘要：钢琴是一种对表演者

自身素质要求非常高的乐器，不

只需要表演者对钢琴的各种弹奏

方法熟练了解，还需要其拥有十

分强大的心理素质。在表演的环

节中，演奏人员时常会由于各种

各样的心理问题而致使表演的效

果并不是很完美，所以对表演人

员在钢琴演奏过程中极易产生的

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解决的方式

就尤为重要，其不仅是辅助钢琴

表演人员增强演奏效果的关键手

段，还是达成心理训练，提升表

演者自身能力的主要办法。

关键词：钢琴演奏　心理问

题　解决办法

心理问题对于很多事物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在钢琴

表演过程中也一样如此。钢琴弹奏的效果不止要求表演人

员拥有一定的技能技巧，因为其有着临场性，所以就需要

表演人员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这就让心理状态在表演环

节中饰演着尤为关键的角色。基于此，笔者将结合多年的

经验，就钢琴演奏中的心理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分析，希

望可以为大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参考。

一、钢琴演奏中时常出现的心理问题

（一）缺少一定的感受与情感投入

在如今的钢琴弹奏过程中，限制表演人员能力的主

要原因就是表演者缺少相应的同位感受，换一种说法就

是无法在表演当中投入真实的情感，可以让听众有一种

感同身受的体会。表演人员仅仅是把演奏当做一个目的、

一个任务，并不是真正从内心深处热爱音乐、喜欢钢琴，

其只重视演奏的各种技巧和方式，对于音乐当中潜藏的

真情实感就无法进行表达与理解了，这也导致音乐对人

们心灵的净化效果以及对于审美的鉴赏效果大打折扣，

音乐更是逐渐变成一个复制品而并不是璀璨耀眼的艺术

品。要是演奏人员在开展演奏的时候，仅仅重视弹奏技

巧而无视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投入进去，那么这场表演效

果就必定不会完美，这一次演奏所散发的魅力更会减少。

演奏人员需要在表演前就对乐曲的背景有一个充分的了

解，真正和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有一种感同身受

的体会，并且还要把钢琴演奏当做对艺术的重新加工创

一样的同学呢？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

生 1：我发现第一幅图中的同学很拖拉，因为爸爸妈妈叫

他吃饭，可是，他却只顾着玩，跟爸爸妈妈说“等一下”。	

　　生 2：我发现第三幅图中的同学也很拖拉，因为老师要收本

子了，可是他的作业还没完成。

师：同学们可真棒 ! 大家发现，只要常常把“不急”“明天”“等

一下”“还没完”挂在嘴边的人，都跟这只鸟一样，有做事拖拉

的毛病。那么，拖拉的毛病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大家猜一猜，“拖

拉鸟”的故事的结尾会怎样？

生1：“拖拉鸟”最后被冻死了。因为它总是说“不急，明天再说”，

冬天到了，它找不到搭窝的树枝了，所以它冻死了。

师：做事拖拖拉拉，看似一个小毛病，但是却会危害到拖拉

鸟的生命 !

生 2：“拖拉鸟”第二天急忙找东西搭窝，再也不拖拉了。

师：（现场采访同意这一观点的同学）请问，如果你是这只“拖

拉鸟”，此时此刻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生 1：就是因为以前拖拖拉拉，所以差点被冻死了。

生 2：如果再不把窝搭好，真的会被冻死的。

师：是的 ! 做事拖拖拉拉确实可能危害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

师：如果生活中的人们也像“拖拉鸟”一样，结果又会怎样？

生 1：等一下饭菜都凉了，吃了肚子会痛。

生 2：等一下爸爸妈妈会生气了，要批评他的。

生 3：同学们的作业都做完了，他还没做完，老师会批评他。

生 4：做完作业的同学都可以休息、玩耍，可他还要补作业。

师：（小结）拖拉会害了自己。

师：你有跟“拖拉”说再见的好方法吗？

生 1：我要制定学习计划。

生 2：多练习，做熟练。

生 3：提醒自己“快”一点。

生 4：做事的时候抓紧时间。

生 5：先把事情做完再去玩。

……

师：同学们，通过学习，我们不仅知道了总把“不急”“等

一下”“还没完”挂在嘴边，就是拖拉的表现，而且了解到，如

果总是拖拉的话，就会养成坏习惯，就可能对自己和他人带来不

利的影响，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学会不

拖拉。

让师生以课堂以课文内容为资料，以自身生活体验为经验，

把课文内容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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