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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斜桥镇庆云中心小学 陆 晔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代诗歌，凝练、含蓄、

跳跃，给人以灵动的意境，有限的字词表达了

丰富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诗句，我们

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可能很少进行过深入的探

求。面对或熟悉或陌生的诗句，如何引发学生

感知、理解、鉴赏、评价？教学中可采用“问”的

艺术，将学生引入古诗的灿烂星空。

一、问语言，补诗歌的结构空白
古代诗歌以含蓄见长，与中国书画一样，

讲究布白，以留给欣赏者足够的想象空间，从

而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如何突破

古诗“有言”的樊笼，在其“不着一字”的结构空

白里“尽得风流”呢？教学中宜贴近文本，给学

生创造一个心灵驰骋的空间，引导学生探索空

白之美。在补充古诗“空白”的过程中，接通跳

跃的起讫点，从有限到无限，于微尘见大千。

在张籍《秋思》的教学中，笔者有意识地让

学生在古诗的心理空白处进行对话，深化学生

的情感体验。想象诗人在家书中写了什么？

为何临行的时候又要“开封”？诗人担心漏写

了什么？这个“开封”体现了诗人怎样的情

感？通过填补诗人寄家书时的心理空白，感受

诗人对亲人的无尽思念。

再如教学孟浩然《春望》、吕岩《牧童》、辛

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时，可通过对声

音空白的填补，感受诗人的丰富情感。引导学

生在“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中，感受诗人

清晨朦胧睡意里聆听清脆婉转的鸟叫声；在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中，想象

牧童的笛声逗弄晚风的万千情趣；在“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中，谛听青蛙（鸣蝉）

此起彼伏的叫声，唤起对乡村野景的憧憬。

古诗的结构空白层出叠见：人物描写的空

白、心理活动的空白、思想情感的空白、声音的

空白、情节的空白、哲理的空白……在各类形

式的空白里，让学生主动探幽索微，走进诗人

的内心世界。

二、问意象，寻诗歌的艺术寄托
意象是指客观事物经过创作主体的情感

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是用来寄托

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古代诗词中，月一般寄

托思念家乡、亲人之情，如李白的“露从今夜

白，月是故乡明”。柳一般寄托离别之情，“柳”

与“留”谐音，古人在送别之时往往折柳相赠，

许多文人用它来传达怨别、怀远等情思，如《诗

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王维的“客舍

青青柳色新”等。

教学白朴《天净沙·秋》时，笔者从把握意

象入手，先让学生初步感知“一点飞鸿影下”中

飞鸿的孤单落寞。然后展开联想，想象这只大

雁为什么会离群？为什么会孤单？继而利用

PPT出示资料：白朴厌恶官场的尔虞我诈，不

愿在朝廷中谋职，向往隐居生活。让学生明

白：原来萧瑟凄凉的秋景图暗示着元朝社会的

黑暗丑恶，明丽多彩的秋景图暗示着作者向往

的归隐之地。最后抛出问题：飞鸿是否象征一

心归隐的诗人自己？学生终于寻得诗人的寄

托：原来白朴借用飞鸿这一意象，是为了表达

自己的生命诉求。

上述教学，从意象的表层进入，在画面的还

原和情感的体验中，学生逐渐认识到意象和诗

人情感之间的微妙关系。古诗中，诗人喜欢使

用意象，教学中可用抽丝剥茧之术，层层深入，

诗人寄托于其中的主观情思自然显而易见。

三、问意蕴，悟诗歌的深刻内涵
古代李白、杜甫、王维、苏轼、陆游的作品，

到今天仍旧熠熠生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

真实深刻的情绪蕴藏在寥寥无几的文字中，李

白的“相看两不厌”，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

人”，杜甫的“漫卷诗书喜欲狂”……每一句都

蕴涵着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而，在古诗

教学中，抓住意蕴进行解读，拓展学生的思维，

方能领略文本的菁华。

教学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时，笔者抓住诗

中的“一杯酒”设计问题，引导学生理解诗人想

要传递的真实情感。开始进行教学铺垫，让学

生知道古人写饮酒的诗句很多，表达的意思却

各不相同，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催”是一杯豪气凌云的酒，“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是一杯行人消愁的酒……再

抛出问题：“劝君更尽一杯酒”是一杯怎样的酒

呢？待学生初步感受到这是一杯离别的酒之

后，课堂补充背景资料：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

13年，苏武出使匈奴19年，班超出使西域30

年。元二将从渭城西出阳关前往满目荒凉的

安西，帮助学生从时间维度感受到这杯酒所蕴

含的伤感。紧接着利用PPT出示河西走廊的

地图，可以发现从渭城到安西有三千多公里，

路途遥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哪怕骑快

马，哪怕一路顺利，要走多长时间呀？帮助学

生从空间维度感受到诗人的担忧。

王维的“一杯酒”，教学中从时间、空间维

度入手，联系诗人的创作背景和当时心境，激

发学生多角度思考、深层次解读，推敲文本的

意蕴。这样，唐朝这杯普普通通的酒，在学生

心目中就变得不再普通。类似的例子不胜枚

举，如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贺知章的“笑

问客从何处来”等，都具有深刻的内涵。在对

意蕴的解读中，教师学生一起愉悦地捕捉蕴藏

在千年时光里弥足珍贵的诗情。

古诗教学之“三问”，可突破字面意义的

局限，引导学生向更广阔更深邃的诗意世界

探索。

□宁波市镇明中心小学 刘晨娟

所谓“律动”就是在音乐学习中，学生按照

音乐的语言（节奏、旋律、和声等）做有规律的、

协调的身体动作。

《小学音乐新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

“能够听辨旋律的高低、快慢、强弱；能够感知

音乐主题，区分音乐基本段落；并能够运用体

态或线条、色彩作出相应的反应；聆听不同体

裁和类别的小型器乐曲；能够随着音乐声哼唱

短小的音乐主题或主题片段；能够通过律动或

打击乐器对所听音乐作出反应”。律动作为音

乐体验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手段，越来越被人们

所重视。

一、律动的分类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开展原地律动和

空间律动两类律动形式。

原地律动也叫轴向律动。它使用整个身

体在原地进行律动，包括扭动、伸展、摇摆、弯

腰、下蹲、推、拉、摇动等。可以独立地使用身

体某些部位，或把它们与其他部位，诸如头、

肘、手指、脚踝等结合起来。

空间动作又叫移动律动，指从一个地方移

动到另一个地方，包括走、跑、爬、蹦、跳、滑等

动作，可以和身体的高、中、低位置结合，也可

以用身体的头、身、臂、手、脚等部位，与歌声的

动作、体感、表演等相互配合以表示不同的节

奏、旋律、和声、复调、曲式等。

二、律动与音乐要素
1.旋律

旋律，作为构成音乐的众多要素之一，无

疑是最具有表现力的。旋律中包括旋律进行

的方向、动机、乐句结构、音区、音域等方面的

内容。

（1）音区的感受

让孩子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听音乐，不必

说出音乐作品的名字，听出作品中主要是高音

还是低音演奏，随着高音区或低音区进行上肢

律动。

（2）乐句的感知

旋律由动机、乐句和乐段构成，动机常

常是短小而鲜明的，乐句比动机更为完整。

如《梦幻曲》中四个长短相同的乐句，用轴向

律动完成。请四个同学从一个规定的站点

逐句逐个小碎步移动到另一个固定的站点，

四个同学走完，刚好四个乐句结束，然后再

进行身体起蹲等来表现乐句间音高的细微

变化。通过这样的空间律动移动，学生能清

晰地感受到乐句的长度及四个乐句间细微

的音高变化。

2.节奏

节奏是声音的长短和有规律的轻重反复

及其各种变化的组合，是音乐中时间移动的时

值表现，可以由节拍、速度、节奏型、重音等要

素构成。

有声和无声的时间有长有短，因而构成节

奏型。节奏型可能是重复的，也可能是对比

的。如当音乐中出现要认知或感知的节奏型

时，用走步或跑步或立定的动作把它们表示出

来。然后随着所唱歌曲的节奏型拍手，确定出

哪个节奏型相同，哪个不同，用律动把它们表

示出来。

3.速度

音乐的速度有快有慢，有时一首歌一个速

度，有时各个乐段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速度

会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如快速时激动、兴奋，

慢速时平稳、稳重等。

播放两段速度不同的音乐，让学生通过原

地身体律动，表示乐曲速度的快和慢，律动可

以从身体的任何部位开始；再次听音乐时，可

以通过空间律动，不必规定具体动作，只要求

学生以各种走的动作对音响作出反应即可。

4.音色

音的色彩或称音色。作曲家对于音色的

运用非常讲究，各种各样的声音特质对他们来

说，就像是画家手中的色彩一样，会令他们的

旋律、和声、节奏、力度产生鲜明的效果。教学

中，我们也可以要求学生通过律动对各种不同

音色作出反应。

5.曲式

曲式的基本原理是统一、变化和平衡。全

班分a、b、c三大组轮流模仿教师律动，每一个

大组担任一段音乐律动，反复完整地体验律

动，感受作品回旋曲式结构。通过模仿律动，

让学生记忆音乐发展的顺序，了解回旋曲式结

构的特征。

6.结构

在音乐作品中，有时我们仅听到一种声音

进行，即单声部结构。有时则听到若干声音，

它们有些是一个声音占支配地位，其他的是伴

奏或对比，这是主调音乐结构；有些若干声音

同等重要，这是复调音乐结构。律动能显示出

不同声音组合在一起的表现效果。选择一首

歌曲，既有钢琴节奏型的伴奏，又有用木琴参

与的长音伴奏，选择三个学生，一个随着旋律

律动，一个随着木琴的长音律动，一个随着钢

琴的节奏型律动。

7.风格

音乐风格，是作曲家对音乐题材和形象的

感悟，并融合民族、时代等众多因素所形成的

音乐的独特特点。为了创造出不同风格的律

动以表现不同种类的音乐,就必须对作品的音

乐风格有深入、正确的把握，如不吻合音乐的

律动会让学生产生误解，产生对音乐作品错误

的体验。

三、律动的设计原则
律动教学是一种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音

乐之中的音乐体验活动。教学的重点在于对

音乐要素的感受和理解；教学的目的在于发展

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表现能力，而不在于律

动的动作本身。所以，我们在设计动作时要遵

循以下几条原则：

1.简单易学

动作设计一定要简洁明了，是学生一看就

可以模仿并做到的。有时教师过多地考虑动

作的美感，学生可能就会转移聆听音乐的注意

力，去追求动作的完美。这是违背我们用律动

来体验音乐的初衷的。另外要注意，设计的动

作应具有意象性，不可太具象。

2.动作即音乐

律动和音乐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动作要

体现音乐内涵，更要包含节奏、音高、乐句、主

题、段落等细微的音乐要素，使人看到律动就

仿佛看到音乐的进行。设计时可以一个句子

一个动作，也可以一个音型一个动作，视作品

特点而定。

3.符合学生年龄特征

人的随意运动和复杂运动，需要人的大脑

对其运动系统的支配、调节和控制，这些特点

都是有年龄的发展顺序的。因此，设计律动时

要遵循学生的能力范围，多用走步、挥手、提手

腕、摆臂、拍手、踏脚、转圈等动作。

要真正发挥律动作为体验音乐的一种有

效途径，广大音乐教师首先要认真学习有关律

动的理论知识，学习国外经典的律动教学实

例，然后再根据中国音乐教育的实际情况，有

选择、有借鉴、有创新地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教

学中来。

□余姚市迪尼斯幼儿园 徐波波 王 毅

全面二孩政策的发布，不但影响了许多家庭的

生活方式和育儿观念，还给幼儿园教育策略带来了

挑战。因此，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探讨“二孩时代”

大孩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一、跟踪案例分析
1.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1）注意力分散

自从知道妈妈怀上二胎后，文文（化名）在集体

活动中的专注程度不比以前，常常分神，眼睛游离的

次数比较频繁，学习兴趣降低，整个人的状态不如之

前活泼快乐，对事物的兴趣不强烈，在意度指数低。

（2）情绪不定

据佳佳（化名）家人反映及教师对她在园活动的

观察发现，佳佳行为与之前相比显得异常：有时候烦

躁不安，会对同伴有攻击性行为；有时候又沉默寡言，

不大爱和人说话，常常独处，一不顺心就大声哭闹。

（3）行为退化

原本自理能力比较强的妮妮（化名），最近却要

求父母喂饭，甚至要求用奶瓶。不管去哪里，总要黏

着父母，晚上甚至要和妈妈睡在一起，早晨不愿意来

幼儿园，有时候甚至出现尿床的现象。

2.心理问题形成原因的分析

独生子女是家庭的中心，家庭生活的一切都可

能围绕着这个中心。这种养尊处优的安逸感已经在

大孩的心里根深蒂固。但随着新生命的到来，家庭

的重心一下子就转移了，再加上许多年轻的父母没

有及时做好对大孩的心理干预，给大孩带来了巨大

的失落感和落寞感，使其产生了一种极不稳定的焦

虑感。

二、指导策略
1.体验感受，促心理健康

（1）开设相应的教学课程

设计“我从哪里来”健康课程。孩子们体验父母

的角色，特别是模拟妈妈怀孕时的样子，从而让孩子

们了解自己，感受到新生命的神奇，让孩子懂得感恩

父母，学会关爱和珍惜。

设计“幸福的大桌子”社会课程。让大孩明白家

庭成员在一起生活是最温馨和谐美好的场景。

分享孔融让梨经典故事。通过故事让孩子们明

白谦让的道理，感受到爱别人、爱比自己小的弟弟妹

妹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增强责任心。

（2）播放影视材料

组织班级的幼儿，集体欣赏有关二孩时代下大

孩和二孩和谐相处的视频和电影，引导大孩接纳二

孩、照顾二孩，并和他们正确相处。

（3）角色游戏

角色游戏是幼儿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

游戏，可以帮助幼儿体验不同角色的生活经验，能促

进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幼儿园在平时可以利

用游戏时间，带孩子们去小托班，通过帮助弟弟妹妹穿衣服、喂弟弟妹

妹吃饭、带弟弟妹妹玩游戏等方式去扮演真实版的娃娃家。一次次的

角色扮演让他们感受到作为哥哥姐姐的自豪感，体验到照顾弟弟妹妹

的开心。

（4）家庭全家福照片分享

幼儿园组织孩子们分享家庭全家福照片，展示三口之家、四口之

家、五口之家……分享各个家庭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让大宝体会到拥有

家人的幸福和快乐，也让大孩讲讲自己和弟弟妹妹相似的地方，激发一

家亲的情感。

（5）区域环境里增加内容

比如增加宝宝生活馆，模拟给小宝宝（仿真娃娃）洗澡、触摸、换尿

不湿、整理衣服、陪他看书游戏等，激发孩子对弟弟妹妹的爱。

2.家园合作，促心理成长

（1）开展家长学校讲座

对准备生二胎的家长开展“二胎，我准备好了吗？”专题讲座，让家长

了解孕前与大孩提前沟通的重要性，让大孩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父母

一定要让大孩知道，有了弟弟妹妹不是多了个竞争对手，而是多了一个

爱他的亲人。在孕育二孩期间，就要培养大孩和二孩的情感。怀孕之

初，可以用自言自语式的沟通，让大孩感觉到小生命的存在。当能感受

到胎动的时候，就和大孩一起抚摸二孩。当吃东西的时候就让大孩拍拍

肚子，问弟弟妹妹要不要吃，让大孩自然而然地接受弟弟妹妹的存在。

对已经有二胎的家庭，开展“二孩时代，让家庭更和谐”家长专题讲

座。当二孩睡着时，爸爸妈妈可以抽空多陪陪大孩，给二孩买玩具买衣

服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大孩。别人夸奖二孩时，家长一定要多提及大

孩。告诉大孩和弟弟妹妹分享、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让他们自然而

然习得分享、合作等未来在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品质。

（2）坚持家访

对有二孩的家庭，按时间进行家访，及时地了解孩子的心理活动和

行为模式，家园共育。记得有一个叫圆圆（化名）的女孩子，小班时非常

懂事聪明，但自从家里有了弟弟以后，整个人就没有精神，早上不肯来

幼儿园，在家里无端地发脾气，一定要父母陪她。教师们进行了家访追

踪，并指导家长一起帮助她管理情绪，在幼儿园和她谈心，故意问她小

弟弟的情况，对她有小弟弟表现出喜欢、羡慕的情绪，让圆圆感到家里

有弟弟的自豪。经过教师和家庭的频繁沟通和追踪，孩子的脸上有了

笑容，每天会和教师交流小弟弟的变化。

（3）建立家园共育网络平台

建立家园共育网络平台，为教师和家长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及时沟

通和交流育儿经验，及时听取意见或建议，发挥其对家园共育的重要作用。

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多

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

力。让“二孩时代”大孩的家园共育始终规范化、常态化、统一化。每个

孩子都很特别，每个家庭也都不同，孩子们一定能在爱和幸福中更加茁

壮健康成长。

古代诗歌教学“三问”

试论律动在音乐课堂中的运用

﹃
二
孩
时
代
﹄
大
孩
的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初
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