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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园地
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应相辅相成
□蚌埠市蚌山小学南山郦都校区  桂红源
当前，新课标要求低年级学生识字量为1600~1800个左右，这对于刚入校的学生来说是个挑战。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找到
最好的方法不但让学生对识字感兴趣，而且能尽快地掌握这些汉字。识字教学主要有集中识字、随文识字两种形式，我
认为应该让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合理利用每种识字方法的优势展开教学。
集中识字，就是先用一段时间集中认识每篇课文目标中需要认识的汉字，再学习文本。古人说的“先识字，再读书”，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集中识字”。而随文识字，是指把生字放在具体环境中感知、理解和掌握。它是指在教师的引
导下，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识字，由字到词，再由词到特定的语句，甚至再将语句纳入到一段文字
中去理解。
集中有集中的好处，它重点在于认识字形、指导字音、不强求了解基本意义。随文有随文的优势，它注重见到字形能够
大概了解该字在特殊环境中的意思。在课堂教学中，有的教师见生字就分析字形，然后组词造句的做法，忽略了每个生
字各有侧重，有的字音是重点，有的字形是重点，有的字义是重点，所以，在课堂上，教师应该根据对生字的不同要求
采用相应的教学形式，帮助学生识字，从而达到好的教学目标。
比如：在教学《小枣树和小柳树》时，“枣、虽”学习的重点是字音，“乘、忍”着重强调的是字形，这些生字可以在
学生反复朗读过课文后，对生字有了初步地认识以后，进行归类集中加以强调。通过交流识字方法、组词、做游戏加深
学生对字音和字形的掌握。而“浅、秃、思”这几个字重点是字义，那么，在学习课文中，教师就要带着学生反复读句
子、读词、造句并加以指导，学生才会对其字义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小学低年级的语文教学中，识字教学是这个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应该把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辩证统一起来，取长
补短，就能提高识字教学的效果。通过教学方式的变化，解决识字教学的“枯燥无味”，降低了识字难度，减轻了学生
的负担。在丰富多彩的识字方法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学生感受到学习汉字的乐趣，并能逐步养成自主识字的习惯，为
今后的语言文字的学习以及能力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爱的教育
常怀仁爱之心 争做“四有”教师
□肥东县店埠学区中心幼儿园  谈  靖
在网上曾看到一个故事：25年前，有位教社会学的大学教授，叫班上学生到巴尔的摩的贫民窟，调查200名男孩的成长背
景和生活环境，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做出评估，每个学生的结论都是“他们毫无出头的机会”。
25年后，另一位教授发现了这份研究，他叫学生做后续调查，看昔日这些男孩今天是何状况。结果根据调查，除了有20
名男孩搬离或过世，剩下的180名中有176名成就非凡，其中担任律师、医生或商人的比比皆是。
这位教授在惊讶之余，决定深入调查此事。他拜访了当年曾受评估的年轻人，跟他们请教同一个问题，“你今日会成功
的最大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答：“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这位教师仍健在，虽然年迈，但还是耳聪目明，教授找到她后，问她到底有何绝招，能让这些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个个
出人头地？
这位老太太眼中闪着慈祥的光芒，嘴角带着微笑回答道：“其实也没什么，我爱这些孩子。”
多么简单、朴实的一句回答！
是啊，正是由于这位教师的爱创造了力量、创造出奇迹——使得贫民窟的这176名男孩成就非凡！
虽然这个故事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故事里甚至没有出现一个人的真实姓名，也许有人会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我相信它
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相信爱的力量。
就在我们园刚成立不久，隔壁梁老师的班里来了一位“家长自认为是自闭症”的孩子。他的妈妈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教师
说：“我家这孩子就跟他爸爸一个样，不愿意跟人说话。”我们的江园长知道了之后，慢慢地接近了这个孩子，常常给
予他一个甜甜的微笑、一束温柔的目光、一句亲切的话语，再把他暖暖地抱在怀里，就这样，在江园长的引导和指导
下，加上梁老师也是一个有耐心和爱心的教师，渐渐地，这个孩子从不说话到会点头、再到愿意说一两个字、再到会主
动和小朋友和教师交流。
如果我们的教师和这位家长一样，过早地给孩子贴上“自闭症”的标签，那么这个孩子的一生应该是毁了。此时此刻，
我们是不是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作为教师，必须要努力做到去关注班级里的每一个孩子，用心地去爱每一个孩子。虽
然每个孩子只是整个班级里的一个，但是他却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毁了一个孩子，就是毁了一个家庭的一代人、甚至几
代人。
接下来，再来说说我们班的郑好小朋友，看到现在的郑好，也许我们看不出她和一般小孩有什么区别，其实她的父母都
是严重的智障人士。记得郑好刚上小班时，头总是低着，不敢看人，更别说和别人说话了，走起路来是走一步就跌一
跤，最糟糕的是他在教室里随地大便是常有的事。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当时是孟老师、袁老师和我，我们三个
人带一个班，但是不管是我们哪位教师当班，遇到跌跤、大便这些事，都会第一时间不怕脏、不怕累地把它处理好，然
后再慢慢地跟她讲道理，并告诉她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但从来没有对她大声说过话，更别提责罚她。
也许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爱心、耐心，郑好小朋友变化很大，直到现在她的各方面能力已经超出了班里不少的小朋友。
试想一下，如果对郑好一开始的许多不良习惯，我们和她的家长一样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不是打就是骂，那她肯定不
是现在的状态。
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伟大使命，一定要以仁爱之心对待每一个幼儿，促成幼儿的成长进步；以仁爱之心开启每一个
幼儿的心灵之门；以仁爱之心施展教育的魅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社会的尊重，用心去爱孩子吧，让爱一路伴随他
们成长。

课堂教学
用智慧点燃智慧 使课堂充满生机
□阜南县第一小学  张巨娥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不论教育者是怎样地研究教育理论，如果他没有教育机智，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
实践者……”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经常有一些稍纵即逝的教学时机，如果教师能把握住机会，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
在教学《小壁虎借尾巴》时，讲到小壁虎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发散学生思维、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大
好时机。于是，我说：“同学们，小壁虎可以长出新的尾巴，你家的小狗、小猫也会像小壁虎一样长出新尾巴吗？”学
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会！”我接着问：“你的尾巴掉了，也会长出来吗？”学生们立刻像炸了锅一样大声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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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们没有尾巴！”但我接着说：“不对，老师告诉你们，其实你们是有尾巴的！”学生们立刻安静了下来，瞪
大了眼睛，班内几个调皮的学生露出怀疑的眼神，撇着嘴不以为然地说：“老师骗人！”
我接着说：“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也不见得都是对的，老师有时会犯错，必要时也会骗人！但这次老师肯定没有骗你
们！”教室里再次沸腾起来，学生们将信将疑，有的干脆站了起来，转过身子去找自己的尾巴了。我强忍着不让自己笑
出声来，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提高嗓门接着说：“想想我们人类是什么进化来的吧！”
班长李静抢着回答：“我知道！人是猴子变的！”我继续问：“猴子有没有尾巴？”学生们恍然大悟喊着：“有！有！
”“所以呀，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有一条像猴子一样的尾巴，那是他在妈妈的肚子里没有发育好，发生了返祖的现象。”
学生们听了，小眉头皱得紧紧的，担心地说：“啊？那可怎么办呀？”我继续我的讲话：“同学们，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就像一条小蝌蚪，游进妈妈的子宫，在妈妈的子宫里慢慢地长啊！长啊！长到第九个星期的时候，尾巴开始逐渐变短变
短直到完全消失！所以我们都曾经有过尾巴！”我边说边观察学生们的眼神，他们的眼睛由怀疑到迷惑，由迷惑到将信
将疑。正在此时，下课的铃声恰到好处地响了，学生们还沉浸在思索中，等待着我继续讲下去。最后，我说：“要想知
道老师说的是真是假，请同学们回家问问爸爸妈妈，或者上网查一查就会知道了。下课！”我迈着轻快的步伐一路走进
办公室，心里一直在想：明天，学生该会给我怎样的答案呢？不会忘到后脑勺去了吧。
第二天一早，刚走进校门，学生们像一群小鸟一样向我飞来，七嘴八舌地抢着跟我汇报：“老师，妈妈昨天跟我上网查
了，我们还真的有尾巴耶！”“老师，老师，我也查了，我也有尾巴，真有意思！” 我在一群叽叽喳喳声中，幸福地
想：是谁牵动了学生的情感，影响着他们判断的方向？是谁点燃了学生智慧的火花，带领他们走进知识的殿堂？是教
师，是伟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越发觉得身上担子的分量，我们担负着孩子的未来，担负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希
望，担负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所以，我们在教学中一定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智慧，用智慧点燃智慧，是我们教
育的真谛。

师生之间
师生互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研究
□定远县桑涧中心小学  陆  聪
随着素质教育及新课标的深入影响，小学语文不仅仅作为培养学生语文感知能力的一门学科，更是要在教师的引导下，
提高学生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能力，继而提高其综合素质。所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增强与学生间的互
动交流环节，给予学生尊重，使学生学会主动思考与探究。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提高师生互动环节，笔者认为需要做
到以下几点。
一、建立师生平等关系，促进对话交流
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只有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才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敢于发言与敢于互动。所以，教师要
学会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耐心倾听学生的意见与想法，尊重学生话语权的同时，让学生产生信赖感，促进师生间的对
话交流，继而推动小学语文的教学进度。
在与学生对话交流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的是，当学生所回答的内容与教学思路有所偏差时，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创新思
维，不可直接否认或反驳学生的观点，要站在学生的角度进行思考，尊重该年龄段应有的个性与共性。同时，还要给予
每一位学生平等的话语权，允许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在教学过程中要多引导学生从多方面的角度去看待语文问题，让
学生产生探究欲，并不断地积累经验，继而促进师生交流的有效性。
二、营造浓厚教学氛围，增强师生互动效果
现如今，大多小学都具备了多媒体等教学辅助设备。教师可充分借助多媒体设备，查找相关的教学视频及图片，在课堂
教学中，让学生观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作者的写作情感产生共鸣，继而营造出浓厚的教学氛围，增强教师与学生
间的互动环节，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语文的乐趣，提高情感价值。
三、结合教学评价，丰富师生互动过程
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的观点评价。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观点及看法进行点评，并逐步引导学生从本质上分
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这样，便可让学生在学习互动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弥补学习的欠缺。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
不同的评价，多给学生肯定，少批评，继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信心，让课堂教学在民主、真实、朴实的基础上更智慧、
更富有生命。同时给学生创造一点思考的时间，给学生一些表现的机会，让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尊重
学生多元化的解读，多给学生表达的平台，激发学生的兴趣。
当学生回答问题后，教师可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点评，教师用赞美的语言鼓励学生，用委婉的语言去包容学生，用形象的
语言启迪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完成师生间的互动，让他们充分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起到对文本的理解的催化作用。通过教学点评的方式，让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并不断
地拓展自身的思维能力，促进小学语文互动教学的顺利实施。
总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通过不同的形式增强与学生间的交流互动，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积极性的同时，建
立和谐、融洽的教学环境，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与感知能力，继而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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