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８ ２ ０１ ７ 年课堂教学改革专题研讨会

书墨生香 育德育人

杨秀根

（ 陕西省 汉 中市 西 乡 县金牛小 学 陕西 西 乡

——

书 法教学 的点滴体会

７２３５００ ）

书法教育是对学生进行书写基本技能的培养和书法艺术欣赏 ，是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培养爰国情怀的重要途径 ，是提高学生汉字书

写能力 ，培养审美情趣 ， 陶冶情操 ，提高文化修养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重要举措 。 在教学中 ， 我们要充分发挥书法教学的育德育人功效 ，使学

生达到德艺双馨的效果 。

―

、挖掘 书法教学德育元素

（
１

） 中国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地位 ，它那流畅的线条 ，有

力 的笔画 ，经典的 内容 ，是很好德育元素 。

“

我是中 国人 ， 我要写好 中

国字
”

，
我们要充分利用书法这一传统文化瑰宝 ，来净化学生美的心

灵 ， 陶冶学生的高 尚情操 ， 增强他们 的民族 自豪感 ，可以增强学生的 民

族 自信心 ，激发学生爱国情感 。

（
２

）
学书先学做人 ，许 多著名 书家不但书艺精湛而且人品 高洁 。

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 如王羲之为老妇书扇 ，颜真

卿忠直刚烈 ，柳公权豁达大度 ， 郑板桥体察 民情 ， 欧阳询勤勉好学等 。

这些事例 ， 可 以陶冶学生性情 、锤炼他们品格 ，不断提高人品修养 。

二 、借助 书法培养 审美情趣 鲁迅 曾说 ：

“

书法不是诗却有诗的韵

味 ， 它不是画却有画 的美感 ，它不是舞蹈却有舞 的节奏 。

”

可 见
， 书法体

现了作者的 内心世界和艺术风格 ，是书写者通过缜密的构思 ，来达到字

形结构的美观 、章法的巧妙 ，以及通篇的气势 、韵味和意境 ，使作品具有

欣赏价值 ，给人以美的享受 。 在写字教学中 ，我们应循序渐进地对学生

进行书法欣赏教育 ，把学生带到美的书法作品 中去 ，让他们领略书法的

线条美 、结构美 、墨色美 、章法美以及作品个性风格美 ，让他们在耳濡 目

染中获得习字的技巧 ，领悟书法的妙趣 ，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品味 。

三
、依托书法发挥智 育功能 在书法教学中 ，教师不仅要传授书法

的基础知识 ，而且要注意发展学生 的观察力 、记忆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发挥书法教学的智育功能 。

（
１

）书法可以提高学生敏锐观察力 。 唐代书法家 、 书法理论家孙

过庭说 ：

“

察之者尚精 ，拟之者贵似 。

”

所以 ，通过书法教学 ，可 以培养学

生良好的观察能力 ，从而提高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 能力 。 例如
“

谢
”

字 ，从整体看是左 中右结构 。 再看局部 ： 中部
“

身
”

字正直 、体窄 ，是结

构中最长的
一

部分 ；
左边

“

言字旁
”

的一上端右倾 ，下端提笔与
“

身
”

字

的下撇穿插
；
右边

“

寸
”

字左靠 ， 横画左缩 ，
竖钩正直 ， 钩脚挑向字心方

向 ， 点画左靠 。 它笔画疏密有致 、 穿插呼应 ， 结构稳中有变化。 经过这

样训练 ，学生会逐渐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 ，提高观察力 。

（
２

）
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记忆力 。 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记忆

力 ，在临帖训练时 ，要求学生临摹是记住每个字的结构 、用笔规律 ，来规

范 自 己的笔法 。 固定运笔的手势 ，
理解并熟记笔画 的走向及组合 ，掌握

字贴中字的风格 、特点 ，依靠记忆写出范字 ，从而有所创新 。

（
３

）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 在书法 内容上 ， 注意选择脍

炙人口 的名言警句 、千古传诵 的好词佳作 ， 如 ：

“

学无止境
”

、

“

业精于

勤
”

、

“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

等 。 这些体现真 、善 、美的丰 富 内涵 ，

让学生在理解文字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书法练习 ，学生既提高了语文素

养 ，又升华了精神世界 。

四 、凭仗书法再现体育功能 练字需要屈臂伸手 ，指腕并用 。

一点
一画 的挥写 ，须气由心生 ， 力从气发 ，再送至指尖 ，达于毫端 。

它讲求心

静气和 、用笔一气呵成 、姿势头正身直 、臂开足安 、悬肘抬腕 ，力送笔尖 ，

练字时做到手 、眼 、脑协调统
一

，这些都有治病强身的体育功能 ，有利于

学生的身心健康 ，有利于锻炼学生坚强 的意志 品格 。

总之
， 书法对素质教育促进作用极大 ， 教师应充分利用好学生书法

教学这
一

艺术园地 ，既可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又可以培

养学生全面发展 。

浅谈情境创设在高 中 物理教学 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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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 新课 改背景 下 ， 高 中物理 教学 以 学生的 自 主探 究 为 主 ， 教 师 的 引 导为 辅 ， 而 物理 学科 本身 又是 非常抽 象 的 ， 所 以 给 学生 创 设 情

景 ， 引 导 学生往预设 的 目标探究就 成为 了 高 中 物理教 学 中 常用 的
一

种教学方法 。 本文从提 出 情景创 设 的 背景 、 情景创 设 的 意义 、 情景创设 的原

则 和情境创 设的 方 式 四 个方面 阐述 了 情境创 设在高 中物 理教学 中 的 应用 。

【关键词 】 情境创 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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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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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情景创设 的背景

（
１

）在传统的考试教育与社会背景下 ，老师往往以
“

填鸭式
”

教学

为主 ，要求学生死记硬背 ，再通过大量的练习 ，搞题海战术让学生套用

公式 、定理 ，其结果往往是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对学习 的

内容毫无吸 引力 ，甚至反感 ，对公式 、定理的运用也仅仅停留在套用的

层面上 ，

一

旦套不上了就没辙了 ，根本谈不上能灵活地运用 。 这种情况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尤为普遍 。

（
２

）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

一

步推进 ， 提倡
“

以学生的 自主探究为

主 ， 教师的引导为辅
”

的新课改理念得到推行 ，这时 ， 教师应率先转变

观念 ，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发展转变 ， 由重教师
“

教
”

向重学生
“

学
”

转变 。 但物理学科本身又是非常抽象的 ，它对学生的认知本领 、逻辑思

维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要求非常高 ， 如果毫无铺垫地直接交给学生去探

究 ， 学生肯定是
一

头雾水 ，找不到方向 。 所以给学生创设情景 ，让它变

得形象生动 ，直观地展现在同学面前 ， 引导学生往预设的 目标去探究就

成为了高 中物理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 ，
也是引导学生进人物理

学习状态的关键 。

２ ． 情境创设的意 义 情境教育理论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

最早在国外兴起 ，是英语教学的
一

种方法 。
８０ 年代后期我 国著名 特级

教师 、小学语文教学专家李吉林老师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基础上 ，借

鉴了当代西方 的情境学习 理论 ， 给合 自 己 的教育实践 ， 探索出 了 以
“

美
”

为境界 ， 以
“

思
”

为核心 ， 以
“

情
”

为纽带 ， 以
“

儿童活动
”

为途径 的

情境教学模式 ，
后来以此为基础 ，

全面拓展 ， 形成情境教育理论 。 情境

教学法较之传统教学方法有诸多优点 ，在物理情境教学中 ，如果能精心

创设物理情境 ，激发学生兴趣 ，教学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 同时 ，
这种教学

手段 ，不仅有利于直接提高学生对学习 的积极性 ，而且有利于改变学生

的学习方式 ，锻炼学生的创造思维 ，培养其学习能力 。

３ ． 创设情境时应遵循的原则

（
１

）
创设情境要有针对性 。 情境的设定要有利于突破教学重 、难

点 。 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教材内容进行全面的 、 科学的分析 。 要深入

分析教学的重 、难点 和挖掘教材 内容 中蕴涵着的能力价值和 情感价值

的知识 ，然后创设合理的物理情境 ，才能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使知识 、

理论化难为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