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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为本，活学活用，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杨碧青 

（广东省惠东县平山第一小学） 

摘要：在语文教学中，重点体现一个“活”字，做到“以本为本，活学活用”，那么“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也就能在

语文教学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学生的语文素养也就自然而然提高了。 

关键词：以本为本活学活用语文素养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们明确知道：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语文课程标准》里积极倡导我们采用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虽然我们语文老师也一直在尝试着，但总觉

得这种学习方式很难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游刃有余地开展。根据

自己从教二十多年语文的经验，我认为这是由于现在的教育教

学还被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所压制造成的。正因为在应

试教育的前提下，我们往往忽视了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也忽

视了语文学科的特点，所以自觉与不自觉地把学生当作接受知

识的容器，课内满堂灌，课外题海战，师生苦不堪言。那么如

何才能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性，更好地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呢？

吕叔湘先生说：“成功的教师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课教活了。”

吕老先生的一个“活”字，道出了语文教学“贵在激活”的真

理，同时也提出了如何让学生学会学习的重要途径。我想，如

果能在具体操作上体现一个“活”字，做到“以本为本，活学

活用”，那么“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也就能在语文

教学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学生的语文能力也就自然而然提高

了。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以本为本，活学活

用，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点点做法吧！ 

一、巧用教材，让学生“活”起来 

亚里士多德说过：“没有想象，心灵就不会思想。”小学

生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而小学语文教材既有丰

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深邃意境，又有凝炼生动的优

美词语和强烈感人的抒情色彩，这些都能留给孩子们广阔的想

象空间。所以，在教学中，我觉得要巧用教材，以课本为本，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去领略文章以外相关知识的意境。

如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的《山中访友》这篇课文，这是一篇构思

新奇、富有想象力、充满诗意的文章。作者李汉荣先生通过比

喻、拟人、排比、想象等表达方法，真切地抒发他对山里的“朋

友”那份深厚的感情，从而表达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这篇

课文，语言优美，贴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正是培养学生语用和

写作能力的最好蓝本。我先通过配乐范读，让学生进入课文创

设的意境，再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用口头表达或图画展现

的方式抒发出想象的画面，从而体会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随后，我引导孩子们放飞想象，运用在本文所学的表达方法，

以“访友”为题，引导学生进行习作，有的孩子写“海边访友”、

“溪边访友”；还有的孩子写“校园访友”、“公园访友”；

甚至有的孩子写“游乐场访友”“图书馆访友”……这样一来，

既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又提高了孩子们的写作能力，何乐

而不为呢？ 

又如《穷人》一文的结尾主要讲桑娜拉开帐子，并告诉丈

夫渔夫，西蒙的两个孩子已经被她抱回来了。如此贫穷的夫妇

俩，又要抚养多两个孩子，今后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结果又

会怎样呢？马上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让孩子们想象了。为

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在沙俄统治下的黑暗社会里，穷人还是拥

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的基础上展开想象，我让学生为课文续写故

事的后续，使学生既受到写作想象能力的训练，又受到深刻的

思想教育，这样的设计，使语文课堂教学进入一个开阔的新天

地。 

二、激发兴趣，让课堂“活”起来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

往往在感兴趣后，才会自觉、主动地探索，特别是小孩子，更

是如此。所以在教学中，我经常在教学一篇课文时，采用情景

创设法，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如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的《各

具特色的民居》，这是一篇描写祖国具有特色民居的课文。孩

子们年纪比较小，平时所旅游的地方也不多，见识少，但中国

古老而独特的民居却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为此，我在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关中国特色民居的文字和图片

资料。而我，在课前也搜集准备了大量的有关我国特色民居的

资料，如北京的四合院、重庆的吊脚楼、蒙古的蒙古包、西藏

的碉房、陕北的窑洞、……利用电教平台真实生动地展现在学

生眼前。学生也将收集到的特色民居介绍给同学听。全班同学

一边眼观画面，一边听老师、学生寓情于景的解说，深深陶醉

于祖国古老而独特的民居所散发的魅力中，从而大大激发了学

生学习课文的兴趣，也激起孩子们对祖国民风民俗探究的兴趣。

我乘胜追击，引导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搜索家乡的民风民俗，

写一张“请到我的家乡来”邀请函，办一次“家乡美食品尝会”，

写一篇“我爱我的家乡”……从而更加深层地激发孩子们对家

乡的热爱之情，真是一举多得呀！ 

三、合作学习，让学生“活”起来 

小学语文教学应是多元化的教学，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学

生分析、综合的能力，利用工具书和各种信息阅读的能力、创

造性的表达能力，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更充分

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如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的《我的伯父鲁迅

先生》这篇课文，总分总的写作结构，条理清晰，中心突出。

学习这篇课文时，学生初读课文后，我让学生先找出中心句：

“的确，伯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

得多。”再让学生根据中心句品读课文，解决问题：鲁迅先生

为什么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让孩子自读课文后思考后，

再四人小组通过“读一读，找一找，想一想，议一议”的方式，

互相交流汇报各自的学习情况，从而更好地理解并体会文章作

者所表达思想感情。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主动尝试思考、自主学

习，并掌握所运用学习的方法，效果很好。再如在教学人教版

六年级上册《青山不老》这篇略读课文时，我让学生初读课文，

初知课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放手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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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导读部分所示的思考练习，设计问题，并比较哪个组提的

问题有价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主动探究，都能提出有一定

研究价值的问题。如“老人为什么要坚守这片青山？”“课文

为什么以‘青山不老’为题？”等，在讨论、交流的气氛中，

每个学生都有动脑、动口的机会，真正让自己成为了学习的主

人，实现了合作学习的最终目标。 

四、活学活用，让学生“活”起来 

在语文教学中，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进行“满堂灌”、“一言堂”，让孩子们一味的听课，这正是

课堂教学枯燥、乏味，教与学脱节的关键所在。我觉得，课堂

教学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将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孩子们，

老师适当地引导。比如习作课，我见过很多老师都是采用传统

的审析、要求、写练的程式化做法，学生们一听到要写作文，

“头”都大了，个个抓耳挠腮，无从下笔。原来原因就是学生

们如果没有亲身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具有真情实感的作文的。

一次习作课上，我跟孩子们说：“孩子们，这节课咱们到操场

上！”“咦，老师今天怎么啦？老师想做什么呢？”看着这群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学生们，我知道孩子们的好奇心已被激

活了，于是大声宣布：“孩子们，今天我们到操场上玩“二人

三足”游戏。”哇！同学们听了个个跳了起来，拍手叫好......

一场游戏下来，孩子们兴致勃勃，似乎意犹未尽。回到教室，

我趁热打铁：“孩子们，刚才的表现实在太棒了，谁能把刚才

的情景和自己在游戏中的收获说说呢？”此时，全班同学迫不

及待地在小组里畅所欲言。随后，我再让孩子们拿起笔来，个

个欣然写作……从此，每次的习作课，我都会事先设计好相关

教学步骤，布置学生先体验后写作的准备过程。学生有了亲身

经历的体验，内心真实的感受，从中激发了浓厚的表达兴趣，

自然就不会出现提起笔来无话可说的现象了。在教学中，我总

是尽量创设情境，或娱或乐，或玩或赏，力求让学生主动参与

到实践中，正所谓“亲身下河知深浅，亲口尝梨知酸甜”就是

这个道理了。 

所以，作为语文教师的我们，一定要在教学中多考虑一点

教法上的灵活与创新，以课本为本，相信孩子们，大胆让孩子

参与到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中来，把学生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就能很好地提高孩子们的语文素

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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