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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
□ 叶 刚

“平生最不喜欢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

诗。”这是日本江户时代艺术家良宽禅师的著名观

点。在他眼中，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固

然“高端”，但往往会因为技巧上的过度“圆熟”而缺

少灵动和生趣。事实上，在各种公开课上，也同样

存在“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

“诗意”的课堂导入

课堂导入环节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

教师可以将“战线”无限拉长。

一位教师执教《枫桥夜泊》时，先出示二十世纪

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歌词“留连的钟声，还在敲

打我的无眠”，再让学生找找“无眠”一词的近义词，

并回读歌词，以便深入感受“无眠”的滋味。紧接

着，为了让学生探究“是谁‘在敲打我的无眠’”，教

师接连出示多位诗人笔下描写寒山寺的诗句。在

学生提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写钟声”“钟声为什么

能够留传这么长的时间”等问题后，教师才引出本

课真正的教学内容——“所有的问题都跟一个人息

息相关，所有的问题都跟一首诗紧紧相连。这个人

叫张继，这首诗叫《枫桥夜泊》。”

如此“诗意”的课堂导入环节未必能带来最佳

的教学效果，因为课堂需要效率，教学需要简洁，导

入环节就如此耗时费力，必将大大挤占后续的教学

时间。因此，这种操作是值得商榷的。

“悦耳”的背景音乐

在大型公开课上，总能够见到这样的场景：当

学生动笔写作时，动听的背景音乐也随之响起。先

不说这些音乐是否契合教材风格与课堂氛围，单是

音乐的选择，对执教者来说往往就是一项大工程。

那么，它们最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有的教师执教《开国大典》等革命文化题材的

课文时，喜欢用充满激情的音乐。学生往往被音乐

震得晕头转向、身心烦躁，还谈什么写作呢？还有

一次，笔者听一位教师上《花钟》。在学生写作时，

教师自然配上了背景音乐。结果，一个坐在后排的

学生一直在歪着头听音乐，迟迟不动笔。原来，她

竟被音乐给迷住了，忘记了学习任务。

其实，写作时保持相对的安静是必要的。播放

背景音乐的做法建议少用、慎用，因为音乐几乎是

给听课教师准备的，而且客观上也极易扰乱学生的

心绪和思路。

“亮眼”的课堂包装

不少公开课都会出现一种所谓的“诗化板书”。

请看下面几例。

语重心长教后人，借题笑骂世道昏。多少爱心

多少恨，关心他人忘自身。（《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风雪年夜卖火柴，手脚冻僵饿难挨。慈爱祖母

现幻梦，陈尸街头新年来。（《卖火柴的小女孩》）

夜里风狂浪轰鸣，邻妇惨死抛幼童。孤儿抱回

战兢兢，原来夫妻两心同。（《穷人》）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主要讲述了鲁迅的四件

事。本来，板书时把四件事依次罗列出来，倒也在

情理之中。只是，为了最终形成这样一首“诗”，教

师不得不在教学中千方百计地“掌控”课堂的走向

与学生的发言。再看《卖火柴的小女孩》《穷人》，这

两篇课文都是译文，先不说“诗化板书”的教学效

果，单单从风格方面讲，就很不合适。

这样的“诗”除了看上去整齐，实际功效其实很

有限，甚至有反作用，因为它们压制了学生的自由

成长。如果教师片面追求板书形式，不但会耗费过

多的备课精力，还会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状

态，实在是得不偿失。

窦桂梅老师曾说过：“宁要真实的缺憾，不求虚

假的完美。”课堂是神圣的，也应是朴素的。因此，

理想状态下的课堂理应力求鲜活，看淡完美，竭力

摒弃“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小学）

教学月刊·小学版2024.4语文

JIAOXUE YUEKAN XIAOXUEBAN

1



小学版

学术支持单位

浙江省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分会

定 价 10.00元

出版日期 每月5日

ISSN 1671-704X
CN 33-1280/G4

刊 号

▲卷 首 语

1 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 叶 刚

▲本 期 话 题

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的古诗词教学

4 学习任务群背景下群诗主题阅读教学的三重建构 祝贵耀

9 以学习任务群理念指导古诗词教学的适配性、意义价值与路径

赵志宏

13 重视联结生活 强化情感体验

——以三年级下册《元日》为例探索小学古诗教学策略

潘 琦

17 诵诗声 寻诗象 悟诗情 品诗人

——五年级下册《从军行》教学策略 赵沛龙

21 特写 全景 远景：例谈古诗词统整作业设计的策略 毛雪莲

▲备 课 之 窗

教学参考

24 拾级而上，用支架助力创意表达

——以四年级下册《宝葫芦的秘密（节选）》为例

范莉芳 蒋 虹

▲课 堂 新 探

27 引入项目化学习，提升口语交际课实效

——以六年级上册《演讲》为例 吴建娣 陈森燕

主管 主办 浙江外国语学院

出 版 《教学月刊·小学版》编辑部

社长 总编 陈永华

副社长副总编 谢雅琴

主 编 陈永华

执行主编 邢佳立

编 辑 赵 叶 邵平阳 王永锋

唐婉琳 缪锦瑞

投稿邮箱 xiaoxuebanyw@jxyk.com
网 址 jxyk.zisu.edu.cn



2024.4语文

（总第694期）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299号
邮编：310023
电话：0571-88213111

88216668（编辑部）

88846561（发行部）

发行：浙江省报刊发行局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32-52
广告发布登记证号：杭西市管广发G-002
印刷：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教学月刊·小学版》
（语文）邮政订阅二维码

教学月刊微信
公众号二维码

《教学月刊·小学版》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声 明
1.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

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
本刊已许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数据库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
献中心、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
务平台、龙源期刊网、超星期刊域出
版平台、维普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
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
文。如无特殊说明，所有署名作者
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本刊享有以
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电子
杂志、网络、无线增值业务、手持终
端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使用或
授权使用作品的权益。本刊以各种
形式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上述著作权
使用费。

2.本刊依照法规向作者支付稿
酬，因故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时，敬
请作者及时联系我们。

3.凡向本刊投稿者，均应对其
作品内容的合法性负责，并保证作
品的原创性，保证作品不含有抄袭、
剽窃他人智力成果等侵权内容。

4.未经本刊同意，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本刊刊发的
作品。

31 思考有“框”“辨”说有径

——第一学段借助故事类课文培养思辨能力的教学策略

武晓娟

35 借助项目化学习，感受榜样力量

——以五年级下册“寻找校园榜样人物”项目为例

胡 珏 徐 洁

39 立足单元整体，开展跨学科学习

——以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为例 李 璐

43 提问支架：提升学生思维力的“活力因子” 李慧玲

47 跨学科写作的基本特征与实践路径 陈泉堂

▲评 价 研 究

52 阅读素养评价标准的建构与实施 李功连 龚 鑫

57 例谈以文化自信为主题的单元整组作业设计策略 王 芳

▲观 点 主 张

观点争鸣

61 统编教材汉语拼音插图的特点、存在问题与相关建议 杜少凡

本刊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生产部

联系（电话：0571-63783589-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