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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的课堂”有效教学机制探索

伏梅

江苏省东海石榴高级中学

摘 要：现代高中语文教学，其重点是结合高中生已经具备的文学知识，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融入其中，使语文课堂“升温”，让他们能够在学习中更多地感受文学作品重点“温度”，从而提

升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理解力。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营造温馨、和谐的课堂氛围，并采用多元

化、互动式教学方式，吸引高中生对文学的兴趣；在课程中选择贴近生活、富有情感的教学内

容，将人文关怀融入教学中，以便于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文章详细分析了建立平等、友善的

师生关系、关注学生情感需求、小组合作学习、情境教学法、多样化教学活动、结合学生生活

实际选取教材、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挖掘教材中的人文精神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等方

面的具体实施策略，旨在提升高中语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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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高中语文课程作为一种综合学科，不单是一门基础

教育课程，更是一门文字艺术的展示平台。在这里有很多有

关历史、人文、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综合知识，积极地引

导学习，能够让高中生对于人文思想、历史沿革有更深层次

的了解，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鉴赏力，这也能够为学生

构建独立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思想品质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营造温馨、和谐的课堂氛围

语文教学需要潜移默化地浸入式学习，因此营造良好的

课堂氛围十分必要。一个温馨、和谐的课堂不但能够激发高

中生的文学学习兴趣，还能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

实现更有效地教学。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从良好的课

堂环境着手。

（一）建立平等、友善的师生关系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是一种知识的传播过程，更是一种心

灵的互动过程。在课堂中，教师只有通过心与心的交流，才

能构建一种平等的学习氛围，这样更有利于高中生从课堂中

获取知识，并将其应用到自我的综合素质提升中。在平等和

谐的教学情境下，教师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更应该

是一位思想的引领者和德育的践行者。高中生则应该从被动

地接受知识中解放出来，通过主动性、创造性地学习，让自

己成为新知识、新思想的受众，并从中获得更多自我的成长。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54

通过这样的平等教学氛围创设，能够让教师与学生消除以往

的“上下级”隔阂，并积极地产生相互吸引与理解，这样就能

逐渐建立信任关系，从而为学习效率提升奠定基础。为了更

好地实现这样的课堂氛围，教师应该在课堂内外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情绪价值”，用信任与鼓励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学习自

觉。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秉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

通过多种教学模式，吸引学生的关注，并让他们成为课堂的

“主人”，形成学习的自信。例如，在开展高一《沁园春•长沙》

的教学中，通过学前预习，教师可以布置学生了解一下毛主

席诗词的不同风格，并对这样的风格的形成的历史时期进行

一定的研究，在课堂上，教师可以让他们通过小组讨论的形

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阐述，并结合《沁园春•长沙》

的内容让学生通过诵读，感受诗词中的波澜壮阔的胸怀，并

让大家表达自己的认识，这种平等的交流式教学，更能够让

同学们感受到被认可及信任，从而形成更加主动的学习能

力。

（二）关注学生情感，满足学生心理需求

情感的交融与文字的互通是高中语文相较于初中、小学

最本质的区别。在教学过程中，由于高中生文学知识较为丰

富，他们能够更多地理解文章中的核心思想与情感，教师就

能够以此为契机，从教学中更多地感受他们的所思、所想、

所感，从而在学习中建立一种情感的纽带，进而为提升教学

效果创造条件。在开展课程教学过程中，从高中语文教材的

内容出发，教师应该聚焦教材的情感与思想，并在授课中感

受高中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起伏，借助教学感受他们的心

理变化，并积极地通过合理的引导，让他们能够从文字学习

中，纾解自己心绪，从而获得知识与心灵的满足。在此过程

中，教师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例如用朗读、小品作文、文章

研讨等多元课堂结构，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的全过程中，

并根据他们在学习或活动中的表情、动作、语言的变化，判

断他们的情绪状态，并从中感知他们的心理，并结合教学进

行正向的引导，让高中生从语文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多地获得

心理的慰藉。为了更好地通过语文教学形成良性的心理成长

支撑，教师还可以结合高中语文教学实际，开展与之相关的

心理辅导。例如，联合社会或校内资源，组织心理健康讲座

或文学社，让高中生可以将自己的“小秘密”通过文学的形式

进行表达，这样不但能够适当地缓解他们的学习压力，也能

在他们青春期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他们心灵的抚慰。

二、采用多元化、互动式教学方式

传统语文教学，主要是以教师的宣讲为主，通过教材的

主线内容结合教学大纲，形成较为稳定的教学模式，这种语

文教学内容较为枯燥、单一。现代语文需要更多学生的主动

参与，并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学习热情，从而构建高质量课堂，

因此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应积极探索多元化、互动式的教学方

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将传统的语文课堂教

学与拓展性课程相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采用小

组合作、探究式学习等方法，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

这种模式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还培养了学生的核心素养，如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

力等。

（一）小组合作学习

作为一个学习团体，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可以有效地提

升高中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并且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取长补

短、相互学习、相互启发构建积极有效的团队学习环境。教

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围绕教材中的某个主题或问题

进行讨论和研究。在小组学习过程中，必须结合教材内容明

确主题主线，这样能够确保小组互学的有效性。作为小组合

作学习并非教师就可以放任不管，而是应该做到及时指导，

严格监督，这样才能确保学生在合作学习中有的放矢，不偏

题，高效率。例如，教师在开展高一《烛之武退秦师》的教

学中，为了更好地让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可以根据学生文学

理解能力，组织若干个学习小组，负责研究文中的不同的人

物或情节。在此过程中，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通过

查阅资料、讨论交流，积极完成研究任务。在课程末期，让

各个小组代表汇报学习成果，并组织互评补充。这种学习模

式，不但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可以在教学中大幅

提升团队合作精神，促进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

（二）情境教学法

以文融境，是高中语文教学有效的教学方式之一，在这

种情境教学过程中，学生有很强的代入感，从而能够在身临

其境的学习氛围中，感受到更多文章的“温度”，并激发积极

的学习热情，达到事倍功半的学习效果。在此过程中，教师

应该根据教材内容，结合学生们在生活实际中积累的经验，

创设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感知、体验和

理解知识。例如，在高一教材《鸿门宴》的教学中，教师可

以让课堂重现“鸿门宴”的模拟环节。让有表演经验的同学分

组扮演宴会上的不同角色，如刘邦、项羽、范增等，结合课

文中的情节和人物性格进行相关表演。通过这种情景模拟，

不但参与表演的同学能够对文章内容深刻理解，观摩的同学

也能够从身边人的表演中领悟更多课文的核心内容，理解文

中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朗读、讨论、辩论等多样化教学活动

小组合作学习能够培养高中生的团队协作学习能力，情

景教学法能够吸引他们对于教材内容的深度融入。为了充分

发挥这两种教学模式的作用，教师还可以采用更多元的教学

活动用以支撑这样的教学模式。例如通过朗读、辩论、研讨

等课堂活动，激发高中生的文学思辨能力，让他们可以用自

我的思考与表达阐述对于所学文章的感受与认知，让课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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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生动有趣，也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才华。

为了更多地鼓励学生们读经典、学经典，通过开发“文学名

著阅读与鉴赏”这类的拓展课程，可以有效地吸引同学们用

更多的时间去感受传统文学的经典片段，并将其中的内容准

确地分享给其他人，在过程中还可以组织名著导读、小组讨

论、角色扮演等，让寓教于乐的文学学习氛围充满整个教学

过程，从而对于高中生的文学核心素养发展具有很好地促进

作用。

三、选择贴近生活、富有情感的教学内容

（一）结合学生生活实际，选取适切教材

语文知识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

过程中，将生活的“温度”融入课堂十分必要。教师应该在课

程设计之初，就积极从生活中找寻与课堂教学相关的内容，

选择与高中生思想认知相一致的教学主线，并积极匹配教材

的主题，从而引发学生的更多创新思考，达到最佳的教学促

动力。例如，在讲述《沁园春·长沙》时，其中的经典诗句是

很多学生耳熟能详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该将这种“出

口成章”的吟诵，转化为爱国情怀的引导中，并结合学生可

能旅游过的橘子洲头、湘江这样的景致，结合生活常识对诗

句中的内容进行讲解，这样就能很好地让学生从普通的语文

课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影子，并将其作为自己感悟现代文

学魅力及传统中华文化的“引子”。

（二）引导学生关注现实，表达真情实感

语文教材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堆砌，而是用真情实感展

示生活之美、思想之美的平台。比如，在教学间隙，可以组

织学生积极参与到志愿者活动或社会小调查过程中，让他们

体验生活的不同场景，并将其与文章中的情景加以对比，从

而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文章的所写、所录。例如，在开展《记

念刘和珍君》的教学中，这种写实纪念性的文章题材，折射

着当时时代社会层面的现象及问题，教师应该让学生通过精

读课文，并要求他们“进入”到文章的撰写时代，代入式地去

理解作者的所思、所想，并将这种文字的批判与反思与当时

社会的发展情况相关联，让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更多地

表达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从而锻炼学生能够独立地思考，并

积极应用所学进行问题分析，以此构建他们的社会责任与公

民意识。

四、注重人文关怀，塑造学生积极品格

（一）挖掘教材中的人文精神

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中，不但包含有很多有较高文

学造诣的经典文学作品，也孕育着很多现代人文精神的聚合

文字材料。无论是华丽的古诗词篇章，还是现代脍炙人口的

散文小说，每一个作品的背后，都包含着作者对于社会、生

活、家庭、人生不同的感悟与思考。通过教师的讲述，可以

更好地引导高中生从教材内容的字面意思，延伸至对于整个

人文精神的感受与体验，这样的教学过程，不但能够触及高

中生的知识结构，还能够更深层次地引发他们的文学思维发

展。

（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

在挖掘教材中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教师还应注重引导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和评

价，让学生明白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通过对社会

现象的观察和思考，让学生学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世界，形

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教师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公民意识，让他们成为有担当、有责任、有情怀的人。

例如，在高一语文《荆轲刺秦王》的教学中，教师通过引导

学生分析荆轲的形象和行为，让他们理解到荆轲所体现出的

忠诚、勇敢和智慧等品质。同时，教师还结合现实生活中的

例子，让学生明白这些品质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意义。

这种教学方式在学习学生知识的同时，塑造了他们的积极品

格。

五、结束语

随着教育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让教育从知识的传递，转

化为心灵的触动和品格的塑造。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

致力于构建“有温度的课堂”，让每一堂课都充满爱与关怀，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价

值。“有温度的课堂”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它要求语

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关注学生的情

感需求，尊重他们的个性差异，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从而为其成长为具有优秀文学素养的青年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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