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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 思录录反反
陆游痴爱梅花，称之为“梅友”

（《小园竹间得梅一枝》），自言“五十年
间万事非，放翁依旧掩柴扉。相从不
厌闲风月，只有梅花与钓矶”（《梅花六
首》其一），自诩“放翁颇具寻梅眼”
（《探梅》其一），“眼高懒为凡花醉”
（《忆梅》），只因“阅尽千葩百卉春，此
花风味独清真”（《园中赏梅》其一）。
他“与梅岁岁有幽期”（《山亭观梅》），
有梅之处辄不避尘泥，不辞辛劳，前往
探访，“年年踏雪探梅开”（《梅开绝晚
有感》其一），“树树梅花看到残”（《梅
花绝句六首》其四），与其交情也是“岁
晚金石坚”（《小园竹间得梅一枝》），甚
至放言“假令住世十小劫，应爱此花无
厌时”（《村饮》其二）。在陆游眼中，梅
花独具各种美好品格。在《芳华楼赏
梅》诗中，诗人赞颂梅花的天然韵致、
细细幽香与压倒众芳的品格：“天工丹
粉不敢施，雪洗风吹见真色。出篱藏
坞香细细，临水隔烟情脉脉。一春花
信二十四，纵有此香无此格。”在《梅花
四首》（其四）中，感叹梅花非凡尘之
物，为仙人所化，有冰肌雪骨：“高标不
合尘凡有，尤物真穷造化功。雾雨更
知仙骨别，铅丹那悟色尘空。前身姑
射疑君是，问道端须顺下风。”在《落梅
二首》（其一）诗中，赞颂其气节最坚，
孤贞自具，不逢迎，不趋时：“雪虐风饕
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
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在《梅花》
诗中，则赞其如得道高人，颜色庄正无
邪：“神全形枯近有道，意庄色正知无
邪。”在《湖山寻梅》（其一）中又赞其高
标逸韵，有隐逸之姿：“骑龙古仙绝火
食，惯住空山啮冰雪。东皇高之置度
外，正似人中巢许辈。”为此，他几乎年
年为梅赋诗，仅以“梅”或“梅花”为题
者就有百首之多，甚至一写就四首、六
首、十首成组，可见其爱梅之“痴”、眼
光之独到。

陆游有一首《梅花绝句六首》（其
三），可以充分展现他爱梅之“痴”。还
有一首《卜算子·咏梅》，目前已选入统
编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的“课外古诗词诵读”栏目，大家也是耳熟能详，
这里一并谈谈。

梅花绝句六首（其三）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这是陆游《梅花绝句六首》组诗的第三首，是诗人诸多梅花诗中较
为清奇的一首。诗歌前二句直入主题，描绘梅花绽放的姿态。“闻道”，
听说之意，说明以下对梅花的描写是想象之辞，但也并非全然虚拟，而
是有平日赏梅的经验为基础。凛冬之际，层冰积雪，晓风吹彻，山中梅
花不畏严寒次第绽放，一时间，漫山遍野都是一堆堆素净的白色，单调
寂寥的青山生动、丰满起来，仿佛披了一层白雪的银装。梅雪常常为
伴，诗人们也喜以雪喻梅，陆游梅花诗中也不少见，如“晴日千堆雪”
（《平明出小东门观梅》）、“散落尚有千雪堆”（《故蜀别苑在成都西南十
五六里，梅至多，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谓之梅龙。予初至蜀，尝为作
诗，自此岁常访之。今复赋一首。丁酉十一月也》）。此句一方面写梅
花之色，如冰雪洗过，不染纤尘，具洁白之质；一方面写梅花之神，冰肌
雪骨，凌寒独开，具贞节之姿。而“雪堆遍满”又写出梅花遍地开放的繁
盛景象。

这般景致，让本就喜欢赏梅的诗人顿时起了“贪念”：漫山遍野，每
一树梅花都有着不同的容颜、不同的风情、不同的韵致，往日一株梅花
都要“看到残”，这么多株，如何才能遍赏呢？诗人突发奇想，发出宏愿：
要是能有分身之术，变出千亿化身，每一树梅花前都立有一个放翁，那
该多好啊！陆游爱梅，常有贪痴之举。如曾为梅而醉，“当年走马锦城
西，曾为梅花醉似泥”（《梅花绝句六首》其二）；也曾就梅解愁，“体中颇
觉不能佳，急就梅花一散怀”（《梅花绝句四首》其一）；还曾头上插满梅
花，引得路人指目，“小雪湖上寻梅时，短帽乱插皆繁枝”（《湖山寻梅》其
二）。此处发愿化身千亿，出人意表，清迈脱俗，又富于童心。既写出诗
人对梅花之爱，已癫狂成痴成魔，又侧面写出梅景之清丽诱人、诗人赏
梅之心切。

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咏物诗词一般有两种写作方向，一是实写，状物绘景，抒发欣赏之

意；一是虚写，以象征笔法自况，寄托个人心志。如果说上一首诗单纯
表达爱梅之心的话，这一首词作在赞颂梅花傲然不屈品格的同时，更多
地是以梅自况，寄托心志。

词作于何时，已不可考。上片渲染梅花的落寞、凄苦处境。梅花高
标脱俗，往往生于山野幽僻之处，但这一株梅花，离群索居，处境尤为凄
苦。词人分五层作层层渲染：第一层，生在驿馆外，荒寒少人；第二层，
长在“断桥边”，乏人问津；第三层，寂寞无主，自生自灭；第四层，“已是
黄昏”，更无希望；第五层，风雨交迫，凄神寒骨。无人过问，也无人欣
赏，只好寂寞地开，寂寞地落；餐风沐雨，一筹莫展，寂寞弥漫为难遣的
孤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

梅花的处境，正是现实中词人处境的写照。词人自入仕至晚年退
居故乡山阴，因始终坚持收复，直言敢谏，宦海几度浮沉，要么被免职回
乡闲居，要么流连各地，担任一些不重要的官职。不为君用、被放逐在
外的感觉一直伴随着他，所以他干脆取号“放翁”以自嘲。驿外断桥边，
象征词人被放逐在外；花开无主，象征词人空有壮志，却无人赏识；寂
寞，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寂寞。主和派占据朝堂，临安一片歌舞升
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连普通民
众都已忘却收复，词人力主收复，却激不起多少涟漪，这是何等的寂
寞！已是黄昏，暗喻年老体衰；风、雨，喻指各种谗言诽谤，无端指责；独
自愁，则不只是为个人荣辱而愁，更是为故土难复而愁。

下片写梅花的选择，托物寄志。“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承接上
片，以“群芳妒”呼应“更着风和雨”。梅花无意争春，所以凌寒先放，奈
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反倒惹起群芳嫉妒，谗风谤雨纷至沓来。梅
花处境之难已无以复加，留给它的选择已然不多。要么“随其流而扬
其波”，自甘堕落；要么洁身自好，保持清白。儒家的理想是“达则
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梅花选择了后者：既然群芳善妒，就随
他们去吧，只要坚守自我，即使飘零于地，被碾作尘泥，我芬芳的本质
犹如枝头绽放时一样，永不改变。这是梅花的选择，也是词人的人生选
择，正是其报国之心不泯的坚贞与倔强的写照。这种坚贞的誓言，在陆
游诗词中多有表露，如《言怀》诗云：“兰碎作香尘，竹裂成直纹……孤生
抱寸志，流离敢忘君……捐躯诚有地，贾勇先三军。不然赍恨死，犹冀
扬清芬……”以兰碎而香气如故、竹裂而纹路挺直，表达本质不变、志向
不移的决心。诗人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致力于抗金事业，渴
望收复中原，虽屡遭贬斥，但终生不悔。在他的诗歌中，收复是不变
的主题。即使到了弥留之际，他惦念的也不是个人的身后事，而是九
州的统一。正可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教育学会中语专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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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
加强科学教育，师资建设是关键。

当前小学科学课程专业师资短缺、教师
能力素养跟不上时代要求，成为影响科
学教育成效的重要因素。如何加强科学
教师培养？如何提升现有科学教师的科
学素养和教学水平？

2.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管理能力？
课堂教学管理能力是教师综合素养

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倡导小组
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和实践教学的

背景下，教师的教学管理能力直接影
响到课堂纪律、教学的效率与效果及
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在这方面，老
教师有什么话想对年轻教师说？您有
何课堂教学管理的小妙招？

3.如何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是当前中小学教

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教育如何进
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学校在开展生态
文明教育方面有什么成功的实践经验？

4.评论性栏目“问教”“师说新语”
评论性栏目“问教”“师说新语”

欢迎投稿，就课程改革、课堂教学、教
师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发表自

己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
5.“教研培训”版

“教研培训”版欢迎投稿，针对教研
转型、教师培训、名师课堂观察研讨、新
课标下的教研、新技术环境下的教研等话
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创新经验。

以上话题欢迎投稿，字数3000字以
内，稿件请发至 jybjiaoshi@vip.163.
com。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科学教师
培养”“教学管理”“教研培训”“问
教”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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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经历常常会与最初的
理想开玩笑。说起来，相比于教
书育人，读研时的我更喜欢做研
究，格外青睐数学、分子生物学
研究，但是，当时的一次实践活
动，却为我打开了另一条人生之
路。

当时还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
的我被委派去上海动物园，担任
生物知识讲解员。在3天时间
里，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孩子，
带领他们开展“寻找动物园里的
三角形物体”“探索北极生态系
统的奥秘”等活动。其间，看到
孩子们不时睁大眼睛，提出一个
个“为什么”，我忽然感悟到教
师这一岗位的重要价值：“原来
教室的空间可以这样开阔，教学
的内容可以如此丰富，当老师挺
有意思啊！”

2007年，我成为一名高中
生物学教师。可是没多久，我就
发现，尽管生物世界那么五光十
色，但学生们对我提出的许多问
题却并无兴趣，以至于当时我的
课堂上经常出现尴尬的场面，几
乎让自己难以下台。

我觉察到课堂上一定存在隔
阂，而造成隔阂的责任首先在教

师自己。于是，我在反复思考
中，想起了自己读研时担当讲解
员的经历，想起孩子们的发问都
源自他们看到的感兴趣的事物，
而不是笼统的教材内容。

基于这番思索，我很快改变
了自己一脸严肃的讲课风格，经
常和学生在课余时间谈天说地，
捕捉他们的所思所想，挖掘他们
的学习兴趣，在此基础上完善教
案，因势利导，让每节课的教学达
到预期效果。

其间有堂课让我尤获收益。
在一次遗传定律的教学中，我设
计了一个颇具生活气息的问题：

“爸爸妈妈都是双眼皮，能不能
生出单眼皮的孩子？”这个问题
一下子引起了学生们的热烈反
响，有学生说：“我爸爸妈妈是
双眼皮，我也是双眼皮。”也有
学生说：“我爸爸妈妈是双眼
皮，但我是单眼皮。”还有学生
说：“我的爸爸是双眼皮，妈妈
是单眼皮，我是单眼皮”……

面对学生们的回答，我趁势
导入教案上的规定动作——剖析
生物学家孟德尔的豌豆实验，随
后将两者结合，从宏观表征（单
眼皮还是双眼皮等），到微观表
征（基因和蛋白质等），再到符
号表征 （AA、Aa 等基因型）
进行探讨，把这堂有关“遗传定
律”的教学课，从“严肃的听
讲”变成了学生们“火热的思
考”。

就这样，我坚持教材为纲、
资料辅助、学生兴趣三要素，解
决了教学中的一个个难点，实践
了“社会性科学议题教学法”

“三重表征教学法”“科学论证教
学法”“任务群教学法”等20多
种教学方法，上课时间减半，教
学效果却显著提升，真正做到了
事半功倍。

设计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心中有目标 眼中有学生
闫白洋

现在教学班级的学生数量多是40人以上，一节课下
来，有的学生认真听讲，有效互动；有的学生处于“半游
离”状态，当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内容时，就抬头认真
听一会儿，然后又低下头了；还有的学生处于“完全游
离”状态，没有真正投入到课堂学习中。教师和学生之间
似乎隔着一层屏障，如何去除这个屏障？如何实现群体学
习和个体学习的平衡？为此，教师必须做到“心中有目
标，眼中有学生”，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动手去
实践，设计学习目标和表现量规，从而实现学生的全方位
个性化发展。

随着高中新课程新教材的推广，如何
进一步激发学生动力，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成为我心中新的命题。

学生小夏最初对“微生物培养、鉴定和
分离”充满了困惑，每次做题都会出现很多
错误，常为之深感苦恼：“唉，我其实并没有
偷懒，该背的内容都背了，该看的教材、该
做的作业，也都认真看了、做了，可我为什
么还是经常出错，是不是自己太笨了？”

其实，小夏的问题并非个例，而是在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改革中出现的普
遍现象。基于书本的学习，对学科概念的
理解仅停留在表面，当遇到真实情境问题
时，学生很难调用和迁移，而且真实情境
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还需要一定的学科思
维和学科方法的支持，仅靠“传授”是行
不通的，它更依仗学生的动手实践，在动
手实践中可以将学科概念结构化，并进行
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的培养，提升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

在发觉小夏的苦恼后，我就邀请他一
起参与到创新课题研究中，引导他将“落
叶再利用”和“微生物培养”合而为一，

进行创新课题研究。我带领他查阅文献、
设计方案和实施实验，当时正值暑假，实
验室内很热，即便汗流浃背，小夏仍然坚
持和我一起研究落叶微生物的发酵技术，
在几经失败后终于写出了《基于落叶资源
化利用的景观生态开发研究》一文，并获
得第35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
等奖，这进一步激发了小夏对生物学的探
究兴趣。

这些教学探索逐渐形成了“做中学”
的育人模式，针对学生个性化的特征，我
指导学生完成了“宝山区城乡居民对城市
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及保护现状的调查分
析”“南汇东滩盐沼湿地大型底栖动物潮
周期变化特征及影响因子”“风暴潮灾害
经济损失评估方法研究”等多个课题研
究，帮助学生在研究中掌握学科概念、提
高综合素养。有时候，我还在主题日带领
学生去实践，2021年3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施行，我带领学生
到长江口岸开展创新实践活动，取得了不
错的教学效果，上海电视台《新闻坊》栏
目对此作了报道。

动手实践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起点与归宿，
它直接关系着教学活动的开展与教学质量
的提升。然而，如果学生“看不见”或

“看不懂”教学目标，学习就会成为一种
外在的压力，而不是学生的内在需求，这
样学生很难真正地成为学习主体。我尝试
在教学中将“教学目标”转化为学生的

“学习目标”，为学生“所见”“认同”“内
化”，并根据学习目标制定学生的表现量
规，让学习真正地深入学生的内心，促进
学生的有效学习，让导学功能得以真正发
挥。

例如，在“细胞呼吸”教学中，教材
设计的学习目标是：“从物质与能量角度
说明细胞呼吸过程”“通过探究酵母菌的
呼吸方式，认识不同条件下细胞获取能量
的方式不同”。此学习目标对标课程标
准，但我通过与学生交流发现，学生很难
理解此项学习目标，尤其是对于“说明”

“认识”等词汇，学生很难理解其要求的
程度。于是，我根据课程标准要求，参考
教材内容，利用马扎诺的教育目标分类理
论，先建立该内容的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
知识系统，基于教育新分类二维框架，
设计了学习目标和表现量规，编写了这
节课的学习目标：“我可以说出细胞呼吸
的概念、实质和意义”“我可以用流程图

正确绘制出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过程”
“我可以说出进行探究不同供氧环境下酵
母的呼吸方式实验中关键的要素”等，
让学生能够读懂学习目标，并基于此学
习目标制定了表现量规，教师可以利用
表现量规评价和改进课堂教学，学生可
以利用表现量规自我评价、监测和安排
学习过程。

学习目标和表现量规如何常态化实施
和落实呢？首先，教师要详细解释目标和
量规是什么。其次，教师要对学习目标和
表现量规进行改进，使其浅显易懂。在课
开始时和课结束时，我都会带领学生一起
聚焦学习目标，并将教学活动和学习目标
相联系，根据学习目标设计相应的学习活
动和作业。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学习目
标和表现量规的引入有效提升了学生主动
学习的能力。

如何在新课程新教材背景下提高课堂
效率？经过多年教学实践，我认为，教师
不仅要心中牢记目标，依据目标设计课堂
教学和作业，制定表现量规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的动力，还要时刻关注每一个学生，
通过设计有意义的情境和动手实践、生动
表达、眼神交流等方式提升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平衡群体学习和个体学习，促进学
生高水平和差异化发展。

制定表现量规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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