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6

Vol. 5 No. 2 2023

Education Forum

教育前沿

开篇的“语文味”——以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
黄世淼

（豫章师范学院小学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语文课要上出语文本身的味道，语文课不是政治课单纯地讲思政内容，语文课不是历史课单纯地讲历史往事。语文就是语文，

语文课要教出它自身的独特味道。何为语文味？语文味应该是以坚守语文学科特点，以语言学习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主线，以提高学

生语文素养为目的。作为一堂语文课，开篇的导入，也应该充满“语文味”。有“语文味”的导入，才更能导出一堂有“语文味”的语

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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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揭秘课题中蕴含的情感来导入，听出语文味

挖掘课文中隐藏的情感，用不同感情基调朗读课题，听起来

就会发现有着不同的感受。《丑小鸭》这篇课文的导入，丑小鸭

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面的两句话。

“它是一只长相丑陋的鸭子，丑……小鸭”。读这句话时，

再搭配上“……”，不得不承认它确实长相丑陋，听出了嫌弃讨

厌的感觉，它就是一只长相丑陋的鸭子。

“它是可以变成白天鹅的鸭子，丑小鸭 !”读这句话时，搭配

上感叹号，听出来的是对丑小鸭的崇拜与赞美。文章标题配上不

同的标点符号，读后听起来的感觉就有所不同，可以听出嫌弃，

也可以听出赞美。读后不管听出哪种情感，都可以让学生对丑小

鸭有了一定了解，为接下来课文的学习做好了预设。

《再见了，亲人》的课堂导入。亲人是什么？是有血缘关系

的人，而这里指的是指参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当你在和亲

人道别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你会说什么话语与亲人道别？ 

再见了，亲人。语调较平缓，听不出朝鲜群众与志愿军战士

们之间那种依依不舍的亲情。

当火车开动了，你仍然抓着亲人的手，你会怎么读，再见了……

亲人。用省略号代替那些想说又没时间说出口的话，就感觉有种

不想分开，不愿意分开，“执手相看泪眼”的亲情蕴含其中。用

这种方式再来读一下标题，听完可以感受到朝鲜群众与志愿军战

士们，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感情。

当火车走远了，你望着亲人的离别，你又会怎么读？双手拢

圆放在嘴边，用喊的方式来读，再见了亲人……再见了亲人……

再见了亲人。读的时候配上动作，亲人分别后那种不舍，亲人渐

渐远去，仍不愿离开站台，久久地站在原地瞩目送别的画面在脑

海中油然而生，情感进一步升华，听出了依依不舍，听出了情深

似海。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朗读标题，听完对亲人分别时情感

的迸发，感受一次比一次强烈，学生对于朝鲜群众与志愿军战士

亲深似海的感情，也逐渐有了深层次的理解，接下来进行课文的

学习，对课文的理解也容易了很多。

二、通过链接积累的词语导入，说出语文味

《扁鹊治病》这篇课文的导入。

师：同学们，动脑筋想一想，如果让你用成语来形容医生的

艺术高超，你会想到哪些成语？

生：妙手回春、救死扶伤、药到病除、救死扶伤、华佗再世、

起死回生、悬壶济世……

同学们能够说出来赞美医术高超的成语越多越好，学好语文，

贵在积累，在积累的同时，做到及时复习，在运用的时候才能够

信手拈来。这一简单的提问，就将语文学习功课中的“表达、积

累、运用”进行了训练。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古代名医，看

看他的医术能否做到妙手回春，救死扶伤，药到病除，那他是谁

呢？扁鹊。他与蔡桓公之间发生了一个小故事，被人们广泛传颂。

故事虽然简单，却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篇寓

言故事《扁鹊治病》。《扁鹊治病》这篇课文就运用了链接词语，

问出语文味的课堂导入，让同学们尽可能地去思考，去表达，去

运用所学到的词语，做到了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富饶的

西沙群岛》《美丽的小兴安岭》两篇课文的导入同样适用此法，

可以先让同学们说一说自己对“富饶，美丽”的理解，有哪些词

语与富饶和美丽意思相近。先回想自己所学，所积累的词语，再

将积累的词语说出来，最后带着自己说出来的词语，去读课文，

看看西沙群岛和小兴安岭，是否符合你对富饶与美丽的期待。

三、通过课文标题的轻重音，读出语文味

注意课文标题的轻重音，不同位置字词重音的朗读，也是帮

助我们理解课文的关键。《我要的是葫芦》这篇课文的课文标题

就有着三种不同的读法。

突出主人公是“我”，“我要的是葫芦”。谁要的是葫芦？ 我。

突出宾语“葫芦”，“我要的是葫芦”。我要的是什么？葫芦。

突出动词“要”，“我要的是葫芦”。你要不要？我要。

师：请同学们试着读一读这三句话，通过读不同位置的重音字，

明白句子的主要结构，进而掌握语句中的内在逻辑。今后同学们

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会选择哪种语气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呢？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课文，看看主人是怎么做的。

这种导入方式对于具有完整句式结构的课文标题均可适用，

例如：三年级下册的习作单元的课文《我变成了一棵树》，三年

级下册选读课文《我不能失信》，三年级下册精读课文《我们奇

妙的世界》等，都可以运用读“轻重音”的方式来进行开课导入。

四、通过课题中的生字导入，写出语文味

《威尼斯的小艇》的课堂导入，可以先抓住课题中“艇”字

的发音，后鼻音，读准字音，再看“艇”字的字形，还是个形声字，

形旁是“舟”说明艇与船有关，小艇就是船的一种，再看艇字左

右结构，最后写“艇”字，要注意左窄又宽，左边“舟”字作为

偏旁时，中间一横不露头，此时让同学们动手写一下。然后出示

小艇的图片，问学生哪个地方是小艇的船舱和船艄？由学生回答

“舱”是指小艇的内部，“艄”是指小艇的尾部，相继认识“舱”“艄”

两个字。通过这个导入，学生不仅学习了“艇”字，还学习了“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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艄”字。用这种方式导入，既让学生进行了识字，又对课文中的

主要事物——小艇，有了清楚的了解，实现了识字与阅读两不误。

《千人糕》这篇文要认识“粉、糕、糖”三个字，具有语文

味道的课堂导入方法：

师：同学们，我们过生日的会吃什么？

生：蛋糕。

师：这位同学你来读一读这个“糕”字，读准字音后，我们

怎么记住它呢？“糕”字，形声字，米字旁，与大米有关，蛋糕

是用面粉加糖做成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另外两个“米”字旁的形

声字，“粉，糖”，一起来写一下这三个生字。读准了课题，认

识并会写了“糕、粉、糖”三个字。今天我们来学习的这篇课文

叫《千人糕》，大家思考一下什么是“千人糕”？接下来到课文

中一探究竟。

《小青蛙》导入：课题中的“青”字，要读准后鼻音，看一

下“青”字的书写，先观察，注意笔画，月字底的一撇要改写成竖，

再动笔写一写。给“青”字组词：青菜，青衫。通过这两个词可

以看出来青就是绿色，回到课文标题中再读一读，读准了课文标

题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课文。

五、对课文标题进行想象加质疑，问出语文味

《花的勇气》这篇课文具有语文味道的导入：又是一年的春

天，到处鲜花盛开，看到课文标题中的花字，你想到了那些词语？

万紫千红，秀丽，芬芳……你看你们第一时间都想到了表现花美

丽的词语，而我们的课文标题却是在说花的勇气，看到课文标题，

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花为什么会有勇气呢？即便是花的有勇气，

它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读一读课文，

看看是否可以解开你们心中的疑问。《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课文，

看到标题时，也不免引起疑问，也可以运用提问的方式进行课堂

导入，恐龙不是生活在陆地上吗，怎么飞向蓝天了？恐龙不是已

经消失了很久了吗，怎么飞向蓝天呢？恐龙体型很庞大怎么飞向

蓝天呢？对于富有争议的课文标题，多问几个为什么，激发学生

的思考，带着疑问去读书，可以增添学生对课文的兴趣，也可以

激发学生的思考与想象。正所谓“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

则大进”。

六、以直观的简笔画导入，画出语文味

《惊弓之鸟》具有语文味的导入。先在黑板上画一张简笔画

的弓箭，古代人射箭，是要拉弦放箭，而今天有个人，他只拉弓

弦不放箭，却把大雁射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的呢？带着这个疑

问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篇课文《惊弓之鸟》。《花钟》这篇课文，

我们可以在开课之初，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简笔画的钟表，钟表

同学们都见过，在数学课上也认识了钟表，但是“花钟”是从来

没见过的，花钟是在钟表的每个数字上都画上一朵花？还是用花

可以计算出时间？带着这个疑问进行展开对课文的学习。同时也

可以让学生先在课文的空白的部分画上一个简笔画的钟表，学习

完课文发现真的是每个时间段都有鲜花的盛开，那就在钟表对应

的数字位置边画上这个时间段盛开的鲜花，这就形成了“花钟”。

《童年的水墨画》这篇课文同样可以用画简笔画的方式进行课堂

导入，童年本就充满了童趣，童年的故事会发生在很多地方，不

妨用简笔画画一幅出来，以此来勾起学生的记忆，带着自己的童

年记忆来阅读这篇课文，是否能引起同学们画一幅童年的水墨画。

画简笔画的导入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跨学科的学习，同时调动了

学生的多种感官，在本就以直观思维为主的小学二年级阶段，将

美术与语文结合起来，为今后学生领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做了很好的铺垫。

课堂的导入方式有很多种，要想让导入赋有语文本身的味道，

就需要深入挖掘课文中的语文元素，将语文元素与语文素养中的

“听、说、读、写、问、画”的能力结合起来。这样的课堂导入，

先是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课未始，兴已浓”，后是学

生参与了语文活动实践，最后提升了学生的语文素养。（作者单位：

豫章师范学院小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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