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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学生是没有什么束缚的，老师只要不
拿自己的“前见”和“成见”去束缚他们，让
他们本着自己的一颗心，去接近和理解作
者的心、人物的心，将心比心，人同此心，
不知不觉中，他们就会走得很远、很深，甚
至能最终走出一个自己来———每个人的
自己不是现成的、放在那里的，而是需要
自己去寻找、去创造的。

———翟业军 林 玮《将心比心：
现代文阅读教学之我见》

抽象的概念只有在真实的体验中，
才能实现其学习价值。 此时教师如能突
破单一文体、单一作品、单一形式的局
限，进行多维比较，在理解诗歌文体的
基础上进行适当运用，这将极大帮助学
生理解作品内涵，实现阅读价值。

———李 郁《基于学科大概念的名
著阅读教学策略探究》

诗歌鉴赏要抓住意念、 意象和意境
及其关系。 意象是诗人表意所借用的形
象；意念是诗人心中的念头 (志向、情感、
情调)；意象与意念有机融合所达到的艺
术境界即是意境。“立象以尽意”（《周易·
系辞》） 揭示了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教学一首诗(无论是新诗、古诗)，都不能
离开对于意念、 意象和意境三个层面的
研究。 本诗作者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情
感？ 选取了哪些意象？ 塑造出怎样的画
面？ 这些是我们要抓住的方面。

———田飞虎《〈文氏外孙入村收麦〉
备教手记》

文章论点不同，构架方式自然不尽
相同。 本文所倡导的通过勾画思维导图
进行逻辑思维训练，准确呈现文本的逻
辑结构是基础，是逻辑框架结构习得的
重要环节，文本先行的弊端在于学生往
往被动地接受，很难去思考“为什么是
这个结构”的问题。

———黄旭午 周 荃《熟练逻辑结
构“通式”，时评“变形重整”案例》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