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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研
找准切入点 老方法“变”出新效果
□泗县泗城第一小学  刘  艳
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将是衡量学生是否有效掌握语言文字工具的重要标志。但是，小学语文教学如何最大限度
的实现这一任务呢？
一、变“学内容”为“学语言”
语言文字是个非常精巧、微妙、艺术的存在。同样的意思，表达的方式不同，它所承载的语言文字的情味和意蕴就不一
样。但怎样能够让学生把握并学习到作者精妙的描写方法呢？
以《刷子李》教学为例，我在学生初步阅读课文，了解刷子李的技艺高超后，启发学生画出体现刷子李技艺高超的句
子，引导学生抓关键句子阅读并体会。之后，我又进一步引导：像这样直接描写刷子李技艺高超的方法叫正面描写法，
同学们继续找找文中通过描写刷子李的其他方面，也能体现其技艺高超的语句。学生读句子，我不时引导，这叫侧面描
写。然后总结：在描写人物时，想要达到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就必须抓住人物的细节描写，还可以使用
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等刻画人物的方法。
二、变“只感悟”为“练表达”
语文教学具有工具性。所以，教学中教师“练表达”的意识要增强，尤其是中高年级的语言教学，要根据具体的语文特
点，在感悟内容的基础上加强对表达方法的学习与运用，可安排不同形式的课堂练习。当教学中交谈议论少，感悟表达
很充分时，语文味就浓了，大多数学生便在教学中有所获，有所得。
如：在《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教学中，虽然学生很容易明白“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的意思，但是表象认识不丰
富，学生无法深入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悟与情感。所以，我出示了各种鲜花的图片，再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并用自己
的语言将画面描绘出来。学生闭上眼睛，兴味盎然地想象起来，然后争先恐后地说道：“我仿佛看到了漫山遍野的鲜
花，并且花的形状也千姿百态，花瓣围绕着花蕊卷曲着，宛如姑娘们刚烫过的卷发。”
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既利于学生理解作者情感，又锻炼了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三、变“学文本”为“重实践”
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可供小学生语言表达训练的例子。教师要利用课文情境，设计丰富的实践活动，合理展开想象，鲜
明地将背景、情节、任务呈现出来。
如：在《扁鹊治病》一课教学中，我组织学生通过读、演、辩、议等教学环节，感悟人物形象。先让学生读课文，熟悉
故事情节，感受人物形象。再品读感悟扁鹊、蔡桓公的行为、语言描写的句子，提高朗读能力。然后让学生按照情境合
理设计台词，指导学生分别扮演蔡桓公、扁鹊等角色。这样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对文本的理解更深刻，同
时，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理解表达能力都得到提高。
找到好的语言文字激发点和关键点，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增长会犹如有源之水，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增长，语文教学
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聚焦新课改
语文教学中常见问题及良好习惯培养
□东至县官港镇黄柏小学  汪云霞
近几年来从教低年级语文教学，由于学生年龄小，生性活泼好动。各种行为能力的自控较差，这给语文教学带来不少困
难。
一、语文教学中常见问题
课堂纪律比较乱。曾见过一年级的课堂，从头至尾，不管教师怎么强调，始终是乱糟糟的。
学生喜欢插嘴，打断他人说话，在语文课上此现象更为明显。
汉字书写不够规范。由于现在幼儿园不教写字，而一年级上册既要会认、会写全部汉语拼音，还要求学生掌握大量汉
字。教学任务紧张，使得此现象的产生。
缺乏想象能力。有些学生看图写话时，往往只看图的表面，不能延伸。特别是遇到“他们心里是怎样想的？”“会说些
什么？”之类问题，很难展开丰富想象。
二、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课前做好准备。磨刀不误砍柴工，课前准备很重要。教师进入正题前，应先要求学生端正坐好，书本摆整齐，处理好下
课时的一些小事，尽量让学生集中精力听讲，课堂效果会更好。但有的语文教师不愿意“浪费”课上的宝贵时间。其实
这种想法是错的，一堂课的开始若是乱糟糟的，即使后面教学设计再精彩，也许学生仍会因为心不在焉，直接影响语文
的课堂效果。
认真倾听的习惯。小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差，对外界各种反应较敏感，注意力缺乏长久性。想要让他们注意力集中，除了
教师认真设计好教案、上好课，吸引住学生外，还要在学生听别人说话前，提出些要求。如：猜猜发言的同学会说什
么？这样，不仅能促使他们认真倾听，还能让他们在思考问题，回答问题中，锻炼语言的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指导学生倾听的姿势。看着书本或黑板，不东张西望，做到神情专一。这样长久训练后，会发现，原本爱叽叽喳喳的他
们，渐渐地愿意静下心来听完别人发言了。良好的倾听习惯会直接影响他们今后的人际交往。
认真阅读的习惯。有的学生读过学前班，一篇课文，教师还没开始，她就会读，甚至会背诵了。表面看，这篇文章似乎
是掌握了，其实离大纲要求还有距离。所以，平时教学中，教师应给学生提出些具体要求：
不丢字、不添字、不错字。做到这点并不简单，要求学生全心全意读书，不能随心所欲乱读，做到眼到、心到、口到。
有感情朗读。这是最难达到的，要长期坚持。这样训练，对于学生掌握文章内容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低年级学生。
保持正确坐姿，认真写字。在教学中发现，有的学生喜欢趴着写，或者书本歪着写。对于这些不良的书写习惯，教师应
要求他们做到：头正肩平脚着地，眼离书本一尺远，胸离桌沿要一拳，手离笔尖要一寸。只有保持正确坐姿，才是写好
规范字的前提。
握笔姿势要正确。开始书写前，教师需反复强调正确的写字姿势“大指二指对齐捏，三指在下来托起。四指五指往里
卷，笔杆离开虎口处。拳心要空腕用力，提笔就是来练字。”这首练字儿歌，在正式写字前，教师可带学生背熟，然后
讲解、示范、指导。
按照正确的笔顺写。汉字书写前，应要求学生课堂上书空，只有在心里完全掌握笔顺规则，提笔时才会按照笔顺书写。
在田字格中掌握间架结构。低年级每一课的生字下都有字的结构描红，教师在上课时也应好好利用这点。如：我的每节
语文课，都会在黑板上贴几块田字格，自己先在田字格中示范，让学生在示范中掌握结构后再自己描红。日子久了，学
生的字自然端端正正，有棱有角。
边读边想象。语文书上每篇文章都是培养学生想象力的好素材。作为语文教师，有责任和义务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如：教《司马光砸缸》一课时，文章第一段，教师可紧抓“大”“装满了水”这两个词语，让学生在脑海中浮现一口大
水缸。文章第二段，可抓住“哭”“喊”“跑”展开想象，并结合插图左半部分，让学生在脑中再现慌张的不同表现，
体会他们的害怕心理。文章第三段，应重点抓住“搬起，使劲砸”，在脑海中浮现司马光砸缸的情景，体会司马光那一
刻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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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者，要立足长远，把教书和育人有效结合，“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特别推荐
音乐课堂中的创编教学
□合肥市和平小学花冲分校  胡  群
创编教学旨在发展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与创新能力。但如何能把教学教得实在有效，还需进行进一步思索。
一、在音乐教学中创编歌词
随着新课改的实施，我有意让学生改歌词、编歌词，通过实践活动达到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
歌词替换式：不改变歌词的原有结构，只改变其中的名词、动词或象声词等部分。这种办法较适合低年级学生。
歌词递进式：对歌词的创编，应循序渐进、由易到难，这也遵循了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
例：结合《两只老虎》歌词中“老虎跑得快”启发学生：除了老虎，动物中谁还跑得快？有学生会说：狮子、豹子等。
然后教师再引导他们说说各种动物的习性，跑时动作等，让学生进行歌词创编。
在歌曲教材中，教师应精选创编曲目，使学生由“要我编”为“我要编”。创编应“重过程而轻结果”。也许学生们创
编出来的歌词有些幼稚，但作为教师应关注的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轻结果”的同时，教师要给学生创设展示平台。
可在课堂中开辟“音乐擂台赛”“小小词作家”等学生喜爱的音乐形式，鼓励他们大胆参与。
二、在音乐教学中创编动作
在音乐课堂上教师经常会发现，当低、中年级学生在学习歌曲或欣赏乐曲时，他们常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或根据歌词
做动作。所以，针对这一现象所表现的学生特点，教师应对学生加以正确引导，鼓励他们创编与歌曲相应的律动加以表
演，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如：在学唱歌曲《两只小象》时，我采用了同桌合作的方法，让学生分别扮演小象。先让学生用右手大拇指与右手小手
指勾起来，做成小象的鼻子，模仿小象笨拙的样子；再按歌词内容边做动作边读歌词。学生们在充满乐趣中不知不觉加
深了对歌词的理解，同时也体会到两只小象纯真的友情，为下一步学唱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欣赏乐曲时，为让学生更好理解音乐表达的内容与情绪，我常启发学生发挥想象创编与乐曲情景相符的动作来感受。
这样不仅能让学生体验用身体表达音乐的快感，还能为学生学习舞蹈和表演艺术奠定基础。当然，我也鼓励学生设计与
歌词、旋律吻合的表演动作，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活跃课堂气氛。
三、在音乐教学中创编节奏
由于节奏是音乐诸多要素中比较外显的因素，学生们便可在不识谱、不唱歌的情况下体验和感受音乐内在的节奏律动。
因此，教师可以“节奏编创”为切入点，由浅入深开展编创活动。
如为让学生能更好地感受藏族歌曲的风格和情绪，我带学生为歌曲编创了具有藏族歌曲特点的拍手节奏。学生们拍着自
己创编的节奏，唱着歌，心里别提有多美了。于是在后来的教学中我常让学生为歌曲编创合适的节奏，发挥学生课堂的
主体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同样在学生进行的节奏创编时，要注重创作的“过程”，而不是注重创作成果，使学生不仅具有创造个性，还能体验创
造的成功与愉悦。可见，创编就像一朵朵五彩斑斓的花儿，把课堂点缀得绚丽多彩。

学科一见
小学数学开放性教学尝试
把两个不一样多的量变成同样多
□定远县池河回民小学  施昌华
开放性教学从课堂教学题材说，不仅可来自教材，也可来自生活，来自学生；就课堂例题或练习题而言，开放性教学要
体现在答案的开放性，条件的开放性、综合性、无错误答案等习题上；从课堂师生关系来说，它要求教师既作为指导
者，更作为参与者；它既重视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也重视教师从学生的学习中汲取养料。总之，开放性教学能给每个学
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成功机会，让每个学生在参与中得到发展。
如：苏教版教材二年级上册第一单元《100以内的加减法（三）》的例题。
小军：我穿了8个彩珠；芳芳：我穿了12个彩珠；问：要让两串彩珠同样多，你有什么办法？
这是一道有创意和具有开放性结构的实际问题。例题要求把两串数量分别是8个和12个彩珠调整为数量同样多的两串彩
珠，且对调整后的两串彩珠的数量没有提出限制条件。在讲授这节课时，我先让学生凭借生活经验积极参与尝试，让他
们根据已有知识、经验提出猜想，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引发学生深入探究。通过动手操作、演示、交流、总结分析，
得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一、补
通过观察两人彩珠的个数，比较两人彩珠的个数相差多少。发现小军比芳芳少四个，我们就给小军增加四个彩珠。通过
操作演示，把小军比芳芳少的彩珠通过“补”的方法，使他们的彩珠变得同样多。
二、切
通过观察两人彩珠的个数，比较两人彩珠个数相差多少。发现芳芳比小军多四个，把芳芳比小军彩珠多的部分“切除”
，使他们的彩珠数量变得同样多。
三、移多补少
通过观察两人彩珠的个数，比较两人彩珠的个数相差多少。发现芳芳比小军多四个，把芳芳比小军多的部分的一半给小
军，使他们的彩珠数量变得同样多。在不改变总量的情况下，使他们的彩珠数量变得同样多，把多的部分平均分成两
份，为后面学习除法中的平均分埋下伏笔。
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合作交流、探究新知，让他们在具体情境中明确了探索目标；在探究活动中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
摸索总结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激发学生的潜能，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希望通过这节课，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他们探究自主合作的学习方法。并在讨论交流中，培养他们能说会说的
能力，为今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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