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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资料所
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
盾等概念，较为高频地出现在统编
版高中思政教材第一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一书，可以这样认为，围
绕该教材的一条主线是“社会基本
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
盾”，讲好这个基本矛盾，与此相关
的所有概念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正是该矛
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
高级，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
社会的转变和发展。见于基本矛
盾还涉及其他课本中的所有制、分
配制度和哲学概念，因此，我们非
常有必要对之作以了解；另外，该
教材没有专门介绍这个基本矛盾
及其相关概念（仅简单出现在书末
综合探究部分）。基于其重要性，
建议教师在讲该书内容时，按思政
课一体化思路，查阅资料，扎实备
课磨课，安排在第一课时，作为一
个专题，开门见山地给高一学生讲
清楚、讲彻底。既让学生对该概念
由模糊和困惑转向清晰和理解，爱
上马克思主义，也为后续相关教学
任务先行“减负”。

准确地说，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这两个方面。它是马克思基于
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做出的极为壮观的科学认识理
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
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

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
经济基础。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任何
社会形态之中，贯穿人类社会始终，
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
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决定
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是社会发展
的根本动力。这两对矛盾是其他
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决定并制约
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解决。其
互动性、重要性和根本性形成了两
个“一定要适合”的人类社会发展
基本规律。这其中的第一个社会
基本矛盾具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它
决定一切，因而也决定第二个社会
基本矛盾的存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一书主要使用了“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概念，从而
降低了难度，也可认为是二者兼有
的一种简略表达方式。

散见于该册书中的奴隶阶级和
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
民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的矛盾，或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
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基本矛
盾，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等，
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
盾”，这一基本矛盾在不同社会形
态，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特殊的和
具体的体现。而社会形态更替的判
断标准也主要是看：生产关系是否
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符合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生产力在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具有根本性
地位，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

终决定力量。这启示我们，为永葆
党的先进性，为我们不受制于人，就
必须重视教育和发展科技，就必须
刻不容缓地进行改革创新，不断发
展生产力。

该册教材最为精彩的地方之一，
是第一课“社会化生产—生产资料
私人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
本矛盾。资本对利润的贪婪和生产
的无政府状态，出现资本主义生产
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
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现
象，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出现经济
危机。归根结底，生产资料私有制
这种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的较
高的生产力不相适应，解决该矛盾
的 办 法 是 消 灭 私 有 制 ，建 立 公 有
制，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
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
高。简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
盾的存在，无情地、科学地揭示了
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
代 ，这 样 一 个 历 史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有力诠释了“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
发展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必然将世界推向未来，
推向合理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
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
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理直
气壮讲好这个充满科学性的微观
细节知识点，可坚定学生“四个自
信”和奋斗目标，培养学生政治认
同和科学精神。

湖北省松滋市昌荣小学创
建于 2019 年 9 月，是一所以抗
日英烈严昌荣命名的红色学
校。建校以来，学校坚持“红色
昌荣 铿锵教育”的办学主张，
以“铸铿锵之魂，发铿锵之声，
行铿锵之步，筑铿锵之梦”为办
学路径，以机制为先导，健全体
教融合顶层设计；以资金为保
障，夯实体教融合物质基础；以
培训为抓手，提升体教融合师
资水平；以赛事为契机，彰显体
教融合育人优势。

跳水游泳勇破冰
整合资源促融合

2022年6月，学校与湖北省
跳水学校、湖北省洪山体育中
心成功“联姻”，成为“湖北省跳
水游泳松滋训练基地”。学校
着力破解各项难题，与松滋市
全民健身中心达成协议，实现
资源整合，促进体教融合。

精选苗子夯实基础。2022
年 8 月 24 日，学校聘请湖北省
跳水学校的三位教练来校协助
选才。一年级学生及家长热情
高涨，参与海选者达 130 余人。
经过慎重挑选，60 名学生成功
入围。第一轮家长会之后，最
终组建了45人的跳水游泳班。

刻苦训练提升技能。9月20
日，学校聘请松滋市全民健身中
心专业教练执教，跳水游泳班开
始了第一次训练。经过26次52
课时的训练，95%的孩子学会了
游泳。第二轮家长会之后，2位
学生退出，43 名学生于 11 月 18
日踏上了每周四次的长训旅程。

修建场馆着眼长远。学校
多方筹资，建成“跳水陆上训练
馆”。孩子们周一周三周五周六
训练水上动作，周二周四训练陆
上动作。2023年3月11日，学校
组队参加荆州市“未来杯”青少
年游泳锦标赛，取得佳绩。

排球特色有行动
引进人才促融合

2021 年 6 月，学校挂牌“荆
州市青少年排球训练基地”“湖
北 省 传 统 体 育 特 色 学 校 ”。

2022 年 7 月，学校组队参加湖
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排球比
赛，荣获铜牌。为了让学校的
排球特色更加鲜明，学校自我
挖潜，外引排球人才，促进体
教融合。

组建班级长远化。学校于
2022 年秋季开学前，面向三年
级，挑选 37 名同学组建了排球
特色班。学校精选班主任、慎
选科任教师、优选排球教练，做
到教学训练一盘棋、两不误。

精心授课长效化。学校贯
彻“以球润德、以球健体、以球启
智、以球育美”育人理念，坚持日
常体育教学和针
对性训练，达到

“教会、勤练、常
赛”的目的。

开 展 联 赛
常 态 化 。 一 年
级 和 二 年 级 学
生年龄偏小，我
们 每 学 期 开 展
单 人 垫 球 比 赛
和 双 人 传 球 比
赛，三到六年级
则 实 行 排 球 联
赛制度。当前已经形成“班班
有球队、人人会打球、男女齐上
阵、周周有比赛”的良好氛围。

带队备战有章法
三位一体促融合

学校结合校情，组建学校
运动队，常态化开展训练备战。

办队思路清。着眼比赛夺
奖的目标，学校集中精力带好
田径队和排球队。目前，三至
六年级组建了223人的田径队、
排球队。每天早 7 点和下午托
管时间为固定的训练时间，风
雨无阻，天天训练。

训练模式新。“双减”之后，
家长更加注重 孩 子 的 身 体 健
康 ，积 极 陪 伴 孩 子 参 与 各 项
体 育 锻 炼 。 在 此 基 础 上 ，我
们构建了学校、家庭、社会三
位 一 体 的 训 练 模 式 ，让 学 生
训练不间断。

管理制度实。学校完善并
坚持“教练员与班主任周联系

制”“教练员负责制”“教练员例
会制”，明确教练的责权利，保
证了训练实效。学校各项政策
向奋战在一线的教练们倾斜。
在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评先表
模时优先，所以现在教练们的
精气神非常好，每天训练时激
情满怀。

社团活动有安排
全员上阵促融合

为了让体教融合更有群众
基础，得到师生的广泛认可，学
校把体教融合工作渗透各层
级，撬动全体师生促融合。

体育竞赛军事化。我校是
“松滋市少年军校”。为了更好
彰显小军人的气质与风采，2022
年秋季的第五届运动会和 2023
年春季的第六届运动会中添加
了很多军事元素。一是优化改
良比赛项目，设置了障碍跑、负
重跑、投掷手榴弹、步枪接力等
项目。二是进行了军姿站立、
队列展示等比赛。三是采用夺
旗形式来角逐最终胜利，并改
发纸质奖状为金银铜牌。此
外，我们还组织了五六年级的
户外负重越野拉练，设计路程
为 8 公里，取得了良好效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体
教融合新路径，认真落实“双减”
政策，推进教师教练相融、教本
教案相融、锻炼训练相融、场馆
场地相融、校内校外相融、赛制
赛事相融，基本形成体系健全、
制度完善、协同育人、融合发展的
青少年体育发展新格局，为体教
融合发展提供“昌荣方案”。

角色朗读，顾名思义，就是按照
不同的角色，分别朗读不同部分。
这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常用的朗
读方法。分角色朗读之所以备受推
崇，除了小学生年龄特征决定之外，
自身具备的特点也不容小觑——学
生充分理解角色，各自朗读角色的
内容，入情入境，在读出不同角色的
不同语气、语调和内在思想感情的
基础上，加深理解。

以统编版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第 6 课《陶罐与铁罐》为例，这篇寓
言故事最大的教学亮点，就是“陶罐
与铁罐的对话”。这一部分最佳的
学习方式，就是分角色朗读。

分角色朗读，不能仅仅是“你扮
演陶罐”“我扮演铁罐”“老师旁白”，
之后就这样“ 一 人 一 句 读 起 来 ”。
如果是那样机械的操作，等于没有
进行真正的、有价值的学习，也未
能让分角色朗读真正产生推动学
习的效果。要知道，分角色朗读，
既是方法，也是训练，更是学习项
目。通过分角色，学生能够更好地
理解角色；通过朗读，学生能更充
分地展现角色特点，达到加深理解
课文的学习意图。

具体说，可以分享三个指导经验，
让分角色朗读成为课堂学习的亮点。

经验1：细节提示，直接进入角
色的最佳方式

所谓细节，在分角色朗读中指两
类。一话语前的提示语。例如，铁
罐傲慢地说；陶罐谦虚地回答；陶罐
争辩道；铁罐恼怒地说……这些和

说话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傲慢、谦虚、
争辩、恼怒等，就是重要的提示语。
要让学生优先关注、理解提示语，提
示自己进入角色应有的说话状态，
在朗读时，展示出角色语气、语调，
留下真切的体验。二话语中携带的
标点符号。例如文中有一处陶罐说
的话“说到盛东西，我就不见得比你
差。再说……”关注这个省略号，之
后 紧 接 的 是 铁 罐 恼 怒 地 喊 道“ 住
嘴！”此处的省略号，可以指导学生
将语音拖长，同时让“住嘴”两个字
迸发而出，斩钉截铁地打断前面说
的话。对标点符号的关注，对提示
语的把握，就是学生读好角色的基
本的保障。

经验2：特点认定，展示角色的
决定因素

分 角 色 朗 读 ，不 应 只 关 注 朗
读 的 话 语部分，而应予以全文观
照 。 这 样 才 能 对 角 色 的 性 格 特
点、所具备的特征等，有更为精准
的把握。如《陶罐与铁罐》中的两
个 罐 子 ，都 曾 经 在 国 王 的 橱 柜
里 。 按 理 说 ，他 们 应 该 相 安 无
事 ，各 守 本 分 ，同 时 享 受 着 优 越
的 生 活 。 然 而 ，铁 罐 却 主 动 挑
衅 ，显 示 出 极 度 的 傲 慢 和 自 大 狂
妄 。 而 陶 罐 却 能 够 克 制 自 己 ，保
持 谦 虚 、低 调 、稳 重 。 对 性 格 的
整 体 把 握 ，有 助 于 把 握 朗 读 时 的
总 体 基 调 ，涉 及 音 量 的 高 低 ，语
速 的 快 慢 ，语 气 的 轻 重 等 。 在 理
解的基础上朗读；朗读反过来还能
够促进理解。把握角色的特点，其
中的道理也自然更容易被理解。

经验3：支架辅助，深度刻画与
理解角色

分角色朗读的指导，有的时候
可 以 借 助 支 架 ，借 用 教 师 专 门 设
计 的 刻 意 训 练 等 ，让 朗 读 的 效 果
得 以 凸 显 ，让 朗 读 能 够 更 加 深 度
刻 画 角 色 ，辅 助 学 生 更 通 透 地 理
解角色。

在《陶罐与铁罐》一课中，铁罐
傲慢地称呼陶罐为“陶罐子”。陶
罐却称铁罐为“铁罐兄弟”。在正
式完整地朗读前，可以让学生多次
反复试读“陶罐子”与“铁罐兄弟”，
调整语气，细致体会两个不同的称
呼，体会语言细节带来的差异。局
部训练既短促，又有效，训练的效

果放置在整体朗读时，会产生良好
的促进作用。

再如，此课文中配有插画。陶罐
与铁罐的表情相对模糊。从有助于
朗读效果展示的角度考虑，教师可
以设计绘画作为辅助支架，让学生
的理解迈向深入。准备几张空白的
罐子图，分别让学生在图中绘制陶
罐与铁罐说话时的“表情包”。只需
要简单绘制眉毛、眼神、嘴巴形状
等，重点在于形象地体会二者在说
话时不同的表情。这些可视化的图
片绘制与展示，能够帮助学生更为
深度理解角色特点，在朗读时具有
极强的代入感。

还比如，不少教师习惯为朗读
配置背景音乐。有的时候是连贯
一 致 的 ，使 用 节 奏 较 为 平 和 的 乐
曲，增加活跃气氛；有的时候为不
同 的 角 色 ，配 置 不 同 的 音 乐 。 其
实，考虑到备课成本、教师个人的
音乐修养等，建议大家采用第一种
配 乐 方 案 。 同 时 ，过 于 零 碎 的 切
换 ，也 不 能 很 好 地 凸 显 效 果 。 同
时，分角色朗读，重在朗读指导，不
宜在配乐上花费太多时间。

总体而言，可配的就配；可配可
不配的，就不配。

以本单元的寓言诗《池子与河
流》为例，全诗共有10节。其中，1-6
节是池子对河流说的话，7-8节是河
流回应池子的话，对话部分，克雷洛
夫写得很精彩，节选池子对河流说的
话如下：

固然，我并不出名，
我没有出现在地图上，
像你那样蜿蜒地贯穿全国，
也没有行吟诗人为我弹琴歌唱。
——这一切其实都是空的。
这一节，可以配上轻松的，带有

幽默气息的乐曲，帮助学生感受池
子的无知与自大。河流回应池子的
话则不同，例如这一节：

我是一条伟大的河流，
那是因为我遵循着这条规律，
不顾自身的安逸。
我用源源不断的清洁的水，
年年给人们带来利益。
这就使我受到尊敬，光荣无比。
也许，我将永远奔流不息；
可你早被遗忘，不再有人提起。
这一节的配乐，可以选用相对

高亢、激昂的乐曲，让学生更容易
进入角色。

再 如 统 编 五 年 级 的《草 船 借
箭》，其中有周瑜请诸葛亮“借箭”的
一段对话。期间，周瑜多次设计陷
阱，步步紧逼。而诸葛亮在周瑜看
来，毫不知情。现场，犹如没有硝烟
的战争。此段分角色朗读时，选用
琵琶曲《十面埋伏》尤为合适，即符
合情境，又能烘托当时紧张的氛围，
极为匹配。

分角色朗读是小学语文课堂上
常用的方法，由于常用，不可大意，
更 要 讲 究 方 法 、
策略，匹配目标，
才能带来优质的
学习效果。

讲好社会基本矛盾及其
揭示的社会历史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建议

□马兰酶 马秀琴

分
角
色
朗
读
，怎
样
才
能

更
好
地
进
入
角
色

□
何

捷

动起来，以体育人更精彩
□熊启雷 邓士波 刘关军

？？？？？？？？？？？？？？？？？？？？？？？？？？？？？？？

体 教
探 航

语文课程是学习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
性课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22 年版）》学习任务群的
提出，进一步促进了语文教学
方式变革，语文课程的实践性、
综合性得到进一步凸显和强
化。如何创设适合学情、契合
语言文字运用、促进思维发展
的语言训练任务呢？笔者浅
见，指向语言文字运用的阅读
教学，首先要顺文本，选好语言
运用学习点；其次顺文境，设计
表达训练支架，随学训练。

顺文本，选好语用训练点

顺文本，即顺应教材内容体
系、语文要素和文本编排要求，
确定语文教学任务目标，顺应教
材文本，明确教学内容，确定语
言运用目标任务点。笔者浅见，
关注“助读系统”提示，关注文本
材料语言特点和教材目的，发掘
语言运用要求和特点，是有效学
练、知识能力转化的关键。

揣摩编者意图，关注语言
运用要求。解读教材不可忽
视课后习题、阅读导语、文中
泡泡等编者引导阅读、蕴含学
习目标的助学系统。如三年
级下册第四单元语文要素为

“借助关键语句概括一段话的
意思。观察事物变化，把实验
过程写清楚”。《花钟》一文，课
后第三题“课文用不同的说法来
表达鲜花的开放。填一填，体会
一下”；小练笔“仿照课文中表达
鲜花开放的语句，写一写你喜
欢的花”。这两道题目均指向
同一意思的不同表达方式的语
言训练。《蜜蜂》课后习题一“以
小标题形式提示，把握课文内
容”；习题二“借助‘二十只左
右、大概；大约三刻钟、将近两
点、傍晚时分、第二天’等词语，
品味用词精准将自己观察的某
一实验过程说写清楚”。《小虾》
一文，导语“默读课文，说说第
三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把课
文中写的细致生动的语句抄写
下来”。显而易见，三篇课文都
有把握段落大意和细致生动、
形象地表达等学习任务。

顺文境，设计表达训练支架

顺文境，就是聚焦文本语
言运用点，顺着文本内容情境、

情感发展线索，设计语言训练
任务，确保语言训练文思、课程
育人情思整体自然连贯，保护
文情思路，贯通理解心路，“一
课一得”有效训练。

顺应情节，拓展表达。用
课文教语文，借助文本落实语
用，在维护学生学习文思和情
思脉络连贯顺畅的基础上，提
供语言训练支架，引导语言实
践、思维提升。如四年级上册

《普罗米修斯》，学生阅读理解普
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幸福生活
盗火而受到惩罚后，锁在高加索
山上煎熬受罪，聚焦本课“神态+
动作+语言”表现人物精神内心
的表达目标，创设对话情境，补
充“海神波塞冬、农神得墨忒尔，
灶神赫斯提亚他们分别经过高
加索山，可能有怎样的神态、语
言劝说，普罗米修斯又会如何
回应？”采用对话形式在想象中
补充情节，在对话表演中深化
理解、习得语用能力。

情节补白，换位表达。在
阅读理解基础上，学生的思维、
情感融入文本情感和意境，及
时补充相关资料或搭建“真实
的情境”支架，使学生“成为”主
人公或参与者，从而实现思维
跨越、表达训练，使情感能力自
然发展。如四年级上册《女娲
补天》阅读导语指出“发挥自己
的想象，试着把女娲从各地捡
五种颜色石头的过程说清楚、
说生动”。在情节简略处引导
补白、丰富情节、发展思维，训
练清楚、生动地表达是编者意
图要求，也是语文教育教学的
有效方法。这一方法在文言诗
词教学中空间更大。

顺文句式，模仿表达。阅
读教学中模仿关键句段说写训
练，是夯实“一课一得”、语文能力
提升的 高 效 方 法 。 聚 焦 课 文
中 有 代 表 性 的 句 式 或 段 落 ，
引导学生比较品味，领会表达
方式后及时给出情境训练支
架 ，开 展语言实践。如四年级
下册《猫》一文“说……吧……，
的 确 ……，可 是 ……”这 一 句
式 。 一 个“ 可 是 ”巧 妙 地 将
矛 盾 的 性 格 特 点 展 现 得 淋
漓尽致。

顺境迁移，创造表达。不
同文体的选文，蕴含着不同学
段值得学习的表达知识和能力
要求，基于语文要素落实和语
言能力训练，需要教者帮助学
生设计语言实践支架。在前三
种基础上，还可拓展迁移、情境
变形，设计训练支架。如三年
级下册现代诗《童年的水墨画》
一文，三首短诗通过“钓竿、笑
声”“水葫芦、两排银牙”“斗
笠”等特写镜头法，想象勾连组
成了儿童钓鱼、戏水和采蘑菇
的快乐场景，引导学生学习理
解用某些代表性特征替代某些
事件的具体描写法后，结合学
生生活中熟悉的场景，模仿文
中语言形式，试用特写镜头法，
写一写愁或乐。

总之，借助课文阅读发现
领 会 语 言 密 码 ，积 攒 语 言 经
验，顺应文本情感脉络创设真
实 情 境 的 学 练 任 务 支 架 ，适
合、适体、得体地随学训练，使
知识方法转化定格为学生语
言表达能力素养，这是语文学
习的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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