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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我们会接触到大量的材料，收获

还真不少。

其次，关于说话能力。我印象

最深的是我们的讨论课。在“专题写

作”之前，我们会有这样一节讨论

课，在课上我们可以畅所欲言，谈自

己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者遇到

的困难，谈自己想研究的问题，总之

只要想说都可以站起来说。说完后，

同学可以大胆对你的观点表示异议，

或者大家共同探讨解决一些都会遇到

的问题，总之这是一节思维碰撞的

课，大家享受于思考的乐趣，欣喜于

发现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快乐。

再次，关于写作能力。我想我的

写作能力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印象

深刻的是我那篇中国近代史的论文，

一连改了两次，说老实话，内心当时

很纠结，可是这个过程是痛并快乐着

的。我不断地从那一大堆一大堆的材

料中找寻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挖掘自己论题的含义，然后忍痛把与

论题不相关的大段大段的表述删去。

慢慢地，我知道怎样把自己的论题缩

小，怎样围绕自己谈论的话题去论证

自己的观点……

此外要谈的是思考能力，我对这

点感触颇深。说真的，我在做每一个

专题时都有这样一个感受——我的生

活会慢慢融入这个专题。举个例子，

我在做王小妮这个专题的时候，发现

王小妮有一个很让人羡慕的能力，就

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随处可

见的家用器具、窗户上反射的阳光，

她都能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来。于是我

也开始带着这样一种爱的目光去观察

生活，观察来来往往不同的人。我发

现路人的笑容是那么美，发现楼下的

花草原来真的拥有一种活力……我也

开始尝试写一些诗歌，表达我对生活

的态度，述说我对未来的向往。再比

如伍尔夫的专题，在看原著的同时，

我也会在生活中观察，观察不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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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专题学习中的收获

我们的专题学习大部分是在互

联网上进行的，因此也可以叫做网络

专题学习。相比传统的语文学习，我

们在专题学习中接触到的知识远远多

于课本，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再

是停留在对作者或作品那种“走过场

式”的了解，而是“主动深入”地去

学习。此外，网络学习还拓宽了课

堂，因为这是一种完全“主动的”学

习与创造，即便课后在家，我们也可

以继续自己未完成的研究。

我的收获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专题学习

让我们的知识面更广了。在学习过程

中，我们有机会完整地读一本本好

书，这些书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

中国古代的孔孟之学、近代的鲁迅

小说、当代的诗歌作品、曹禺的话

剧，还有外国文学。在外国文学中

我们又研究了不同国家的优秀作品，

比如英国伍尔夫的代表作《到灯塔

去》，法国加缪的《鼠疫》，美国海

明威的《老人与海》。都说读一本好

书就是同一个大师交谈，而老师让我

们有机会与这么多大师交谈。在读原

著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买来相关的书

籍进行拓展阅读，这样，一个专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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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评价中应有具体的朗读指导，应指出本次朗读的

优缺点和提高的途径。（3）激励性原则。教师在朗读

评价中首先应肯定学生朗读的优点，然后指出存在

的问题，不能一味指责。（4）发展个性原则。朗读评

价应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不能搞标准化、一刀

切，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性格特点及学习基础

进行评价。

朗读评价的方式：（1）教师点评。学生朗读后，

教师指出朗读的优点、不足及提高的途径。（2）学生

互评，包括同桌两人互评、前后座四人互评、小组间互

评等。（3）学生自评。学生将自己的朗读录音，可多读

多录几次，找出每次朗读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在下次

朗读时针对不足之处多做努力。（4）家长参评。由学

生向家长朗读，家长在作业本上签上意见，也可将评

价直接反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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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世界，仔细体会人在看到不同

意象时的心理状态，这样一来，我

发现原来平淡无奇的意象中都会透

出一种美，透露一种诉说感。除

了在专题学习中我享受到了这种

乐趣，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把思考

当成一种习惯，在思考的国度里

遨游。比如在周末的休息时间，

我会去电影院或在网 上 看 一 些 电

影 ， 有 两 部 电 影 是 我 印 象很深

的——《花木兰》《阿凡达》。我

在看完之后，颇有些感触，脑袋也

不由自主地产生很多想法，于是急

忙回到家，打开电脑，写下观感。

每次只要坐下来一写，就是好几千

字。文章涉及的范围也比较杂，例

如在《花木兰》观感中，我写了

好几个关于——关于战争、关于生

命、关于时代……我不去理睬它究

竟像不像一篇中规中矩的文章，它

们都是我灵感的记录，而且我也享

受思考带给我的快乐，原来思考也

能成为一种习惯。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说，

就是实践能力。我们在做完一个专

题后，会组织一些实践活动，例如

孔孟专题后组织一场辩论赛，诗歌

专题后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这些

活动都是同学们自己组织策划的。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诗歌朗诵会，

光是一个策划书，我们就熬了好

几个通宵，写稿改稿、编模块、组

织串词、分小组……一些模块的细

节不仅需要我们去网上查阅大量的

资料，更需要我们的创造和变通能

力，因为要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适

应。接着就是实践操作，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学会了协调人际关系，学

会了揣摩不同人物的性格去取得默

契，学会了在懈怠的时候互相加油

鼓劲。之后，因为年级考试将至，

面对学习上的压力，我们的活动也

曾经中断过，但是坚持的力量让我

们在考完之后又干了下去……这中

间，是一种执著、一种挑战，但是

最后我们做到了。

除了这些，我想更大的收获

是一种情感态度。记得老师说过

这么一句话：“生命留痕，精神不

灭——这才是我们专题学习的最终

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