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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的一半是幻想，另一半是追求”，用这句名言来形容张华老师，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守望语文课堂》一书，便是最好的见证。
　　“守望”的“守”，含有坚守的意思，是张华老师多年来执著、奋斗的表现；而“望”，有远望
、眺望、瞻望，释义极为丰富。
透过一个个朴素而又精彩的语文课堂教学实录，我们看到了一个对语文教育事业充满着理想与追求的
中年女教师美好形象，她，就是张华。
　　张华曾认真地对我说：“有的人说，要以‘煮食的心情’对待教学。
对此，我深表认同。
”这“有的人”中，其中一个是我——陈钟棵。
张华想到的自然是“大长今”，做饭时穿着雪白的围裙，表情安详，就像艺术家那样，耐心地洗，快
速地切，将五颜六色的食材巧妙搭配在一起⋯⋯轻柔而又恬静地察看着面前冒着热气的小锅⋯⋯做饭
女人“煮食的心情”——真诚、专注、平静，无怨无悔地操劳⋯⋯这是张华老师的切身体会。
她深深地感到：语文老师不也是这样吗？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让学生好好享受这一顿：知识的盛宴》。
张华老师是从“煮食者”态度、心情发出感慨的；而我关注的是提供给学生的这一顿盛餐的质量，应
该是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绿色小宴，而且搭配了各种杂粮，因为这是语文课，语文课本身就是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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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守望”是一种执著与追求人的一半是幻想，另一半是追求“守”，含有坚守的意恩，是执著、
奋斗的表现；“望”，有远望、眺望、瞻望，释义极为丰富。

透过一个个朴素而又精彩的语文课堂实录，展现了作者对节语文教育事业充满着理想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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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华，先后从事新闻、教育教学工作，现为上海市高中语文教师。
曾在《语文教学通讯》、《上海教育》、《普陀教育》、《安徽日报》、《安徽画报》、《新安晚报
》、《安庆日报》、《安庆宣传》、《景德镇日报》等国家、省、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及散文随笔、人物通讯作品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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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守望”是一种执著与追求/陈钟樑
阅读教学
1 情有所动 心有所悟——《发病梅馆记》教学实录与反思
2 原来她也是个美丽动人的女人——《项链》教学实录与反思
3 价格虽低 品格极高——《一碗阳春面》的教学实践与反思
4 善教乐学 逸而功倍
写作教学
5 横看成岭侧成峰——“话题作文的多角度立意”教学实录与反思
6 细观察 抓特征——“写出你独特的感受”教学实录与反思
7 巧用比喻妙说理——“比喻说理”教学实录与反思
8 “让我们想象的翅膀会飞起来”课例
9 跨过“包揽”这道坎——作文互批互改的探索与实践
10 广采百花酿成蜜——让学生学会积累写作素材
11 由《你只有一个胃》引出来的一堂写作课
考试检测
12 多一点“二锅头” 少一点“碧螺春”——2009年上海高考作文阅卷所见所思
13 心中有谱 答题有序——高考现代文阅读词句含义及句段作用题解着
14 给学生作业“提提神”——适应学生特点的多样作业形式的尝试
细思碎想
15 把分数“借”给你
16 沟通从“心”开始
17 烫手的山芋也要接
18 评选“优秀家长”
19 给学生“精神红包”
20 儿子丢“官”记
21 护短，越护越短
22 学生租房，悠着点
23 与我有关的故事——我最喜爱的一本书：《谁动了我的奶酪》
24 走近父亲
25 “非典”过敏
26 腊月，真好
27 响亮的年
28 家庭暴力，怎一个“痛”字了得
附录 [人物通讯]
“我是你的眼睛”——记全国杰出青年星火带头人汪世龙的妻子万利云
君自南国来——访广东有线电视台主持人时栩栩
真情撑起一个家
永不陨落的明星
良“相”·良医
历经沧桑人未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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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课堂上条件有限，课后同学们可以上网去查查有关清朝的许许多多“文字狱”案例。
清政府对人才的镇压真可谓是触目惊心哪！
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位有着政治抱负的晚清杰出的思想家，龚自珍所写的
《病梅馆记》中的“梅”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病梅”，他在文中所要抒发的是对清王朝遏制人才、扼
杀人才的一种痛恨、一种愤慨。
　　了解了龚自珍其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透过他所写的“病梅”现象，我们看出了龚自珍写这篇
《病梅馆记》的真正目的。
由此看来，读一篇文章，特别是古诗文，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地读懂它。
关于“知人论世”这一点，请同学们作一下笔记，并在今后的阅读中务必注意运用。
　　（学生作笔记）　　师：“知人论世”，需要我们平时积累或临时搜集、查找相关的知识和资料
。
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真正地读懂文章，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
如果是在平时的课堂上、甚至在考试中，你不方便或既不能查书本资料，又不能上网“百度”资料，
也就是说你难以做到“知人论世”，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方法来帮助你真正地读懂文章呢？
　　生：课堂阅读，看看文章下面有没有关于作者及写作背景的注释，还可以看看阅读提示中有没有
相关“提示”。
　　师：你说得对。
那如果是考试呢？
　　生：也要看看文章下面有没有作者及写作背景的相关注释。
　　师：是啊，试卷上若有相关注释，那么这些注释一定是有用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章
，不能把出卷人所给的有关注释不放在眼里。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抓手呢？
之前有同学说，本文还借了将梅矛成了“病梅”的文人画士来影射了满清王朝，我觉得这一点体会得
很好。
但我想提醒大家，在这里有一个小方法可以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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