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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生活元素，书写精彩篇章
——小学语文生活化教学案例分析

陈小青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本案例设计的最终目的是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在具体案例的执行过程中，笔者注重运用生活教学法，注重运用层层递进的

方式开展语文写作教学，让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相应的写作方法，促进学生看图写话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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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设计的最终目的是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在具体案例

的执行过程中，笔者注重运用生活教学法，注重运用层层递进的

方式开展语文写作教学：首先，教师采用生活化的方式开展此部

分内容的授课，让学生掌握相应的生字，并突出让学生寻找生活

中与之相关的汉字，加深学生对生字知识的了解。其次，教师采

用多媒体的授课方式，让学生结合生活中小蝌蚪的图片，进行相

应的阅读，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再次，教师提出相应的社

会热点，比如一些吃青蛙的行为，让学上探讨，使他们更为立体

地思考青蛙与人类的关系。最后，教师组织学生，开展小青蛙的

写作，并侧重引导学生运用前面所学习的生字知识、阅读知识以

及探讨中的看法，真正让学生在上述内容的学习中，掌握相应的

写作方法，促进学生看图写话能力的提升。

一、生活化生字教学，构建写作教学的“点”

（一）情感目标

培养学生的识字学习兴趣，为后续的阅读、写作奠定文字基础。

（二）识字目标

1 . 识 字 目 标 ： 让 学 生 掌 握

“灰”“迎”“阿”“姨”“追”“顶”“披”“鼓”。

2.写字目标：让学生会写“河”“借”“姐”“呢”“呀”“哪”

（三）准备工作

教师：首先，教师准备与生字相关的游戏。其次，教师搜集《小

蝌蚪找妈妈》的动画片。最后，教师制作学生生字答题数量统计表。

学生：首先，学生在课下学习上述几个生字。其次，学生需

要搜集带有上述几个生词的词汇，或是句子。最后，学生可以上

台展示个人所学生词。

（四）设计思路

在生字教学的过程中，首先，展示生字学习成果。教师让学

生在课上展示课下的学习成果，并结合他们的学习状况进行针对

性指导，让个人的生字教学更具有精准性。其次，开展生字教学。

在生字教学的过程中，为了夯实学生的生字学习基础，教师播放

《小蝌蚪找妈妈》视频，并让学生在回顾掌握的几个生字。再次，

进行生字游戏。教师共设置了两种生字游戏模式：第一种模式，

即猜谜语。第二种模式，即写字比拼。最后，教师使用统计表，

记录学生的猜词、答题数量，并为学生提供相应监理。

（五）教学过程

1. 生字学习成果

在上课后，教师让学生展示生字学习成果，并结合他们的生

字学习状况，给予相应的指导，增强生字教学的精准性。这种方

式也能让学生真正获得生字学习的自信，锻炼他们的心理素质。

教师截取其中的片段，使用文字在此简要进行论述：

在开课后，教师询问学生：“谁可以展示一下个人的生字学习成

果？”学生一说：“我展示的是‘灰’字。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使用此字的场景。比如，我身上穿的‘灰’色毛衣。还有，我写

如下灰字的词汇：‘灰云’‘灰猫’‘灰色’！”在此位学生成果展

示完毕后，教师邀请其他学生展示学习成果。学生二说：“我展示的

是‘河’字。我观察身边的河，并结合相应的生活中的场景，组成如

下的词汇‘小河’‘河水’‘河面’‘河床’。”通过和学上的交流，

教师发现大部分学生已经掌握本节课的生字。为了进一步加深学生的

生字学习兴趣，教师引入如下的猜谜语和生字书写比赛两项活动。

2. 开展猜谜语和生字书写比赛

在猜谜语的过程中，教师主要选择一些具有生活气息的谜语，

调动学生的猜谜语热情，降低学生猜测的难度，真正让学上在谜

语的猜测过程中加深对生字的理解。与此同时，教师注重记录每

一位学生的答题状况，给予表现良好的学生相应的奖励。在此，

教师展示一位学生的猜谜语状况。

教师提出如下两个谜语：谜语一，混淆黑白。谜语二，厂被

火烧变了模样。学生三积极地回答说：“这两个谜语的谜底都是‘灰’

字。”教师随机问道：“请解释原因！”学生三说：“介于黑颜

色和白颜色之间的是灰颜色。灰字是由厂的部分所演变过来的。”

通过猜谜语的方式，教师让学生更为积极地投入到相应的生字运

用过程中，促进他们对生字结构掌握能力的提升。

在生字书写比赛的过程中，教师鼓励两两竞赛，并结合学生

的书写结果，进行相应的指导，让他们掌握相应的书写方法，并

给予书写良好的学上相应的鼓励。在此，教师对学生的一段书写

进行简要介绍。

比如，在学生书写“河”字的三点水时，教师引入生活化的语言，

让学生将三点水想象成浪花，并让学上将每一朵浪花保持在每一

个游泳道上，使他们在生活化的语言中掌握相应的书写方法。

总之，通过进行写字教学的方式，教师让学生掌握基础性的

阅读内容，为后续的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阅读教学生活化，打造写作中的“线”

（一）教学重点

1. 学生了解小蝌蚪的形态变化。

2. 学生可以分角色进行相应阅读，并读出感情。



232 Vol. 4 No. 03 2022课程研究

3. 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需真正感受到动物的情感以及优秀品

质。

（二）教学准备

1. 教师准备小蝌蚪在不同形态的图片。

2. 教师准备角色扮演中的头饰。

（三）教学思路

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注重让学生结合提出的问题进行

相应的阅读。与此同时，教师鼓励学生使用个人的语言进行表达，

并结合他们的表达进行针对性指导，让学生的表达更具有逻辑性，

在潜移默化中让学上更为科学地进行相应的表达，为后续的写作

教学积累相应的素材。

（四）教学过程

1. 展示图片，吸引好奇心

（1）设计思路

在进行阅读过程前，教师使用多媒体展示青蛙在生长过程中

的几种状态图片，吸引学生的好奇心，并引导他们根据个人的观

察进行相应的表达，为激发他们后续的阅读兴趣埋下伏笔。

（2）片段展示

在上课后，教师对学生说：“大家请看多媒体上的六幅图片，

你们能看到那些内容？”一位学生说：“我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勺

子！”另一位学上说：“我看到第二个黑的勺子上面长出两条腿。”

随着学生兴趣被激发，教师对学生说：“你们可以阅读本篇文章，

猜一猜多媒体上展示的动物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不断地变化？

这个主人公经历了哪些事情？”学生被教师的问题所吸引，迅速

投入到相应的阅读中。

2. 开展交流，进行针对性引导

（1）设计思路

在和学生的交流过程中，教师注重让学生的表达更具有逻辑

性，并引导学生使用“首先”“其次”“再次”“最后”等词语，

使他们的表达更具有针对性。在此之后，教师使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让学生扮演相应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教师注重采用生活化的

角度开展此部分内容的授课，让学生使用个人的生活情感体会小

蝌蚪找妈妈的心情，使他们更为动情的表演，体会小蝌蚪的心情。

在此，教师使用文字简要介绍以上两个片段：

（2）教学过程

片段一：学生描述小蝌蚪的变化

教师说：“谁可以使用‘首先’、‘其次’、‘再次’、‘最

后’描述一下在上述图片中小蝌蚪变成青蛙的整个过程？”

学生说：“首先，小蝌蚪长出后腿。其次，小蝌蚪长出前腿。

再次，小蝌蚪尾巴变短。最后，小蝌蚪尾巴消失，变成青蛙。”

片段二，学生扮演本篇课文中的角色

角色介绍：一位学生扮演小蝌蚪（戴上小蝌蚪的装饰），另

一位学生扮演鲤鱼（戴上鲤鱼的装饰）。

小蝌蚪立刻迎上去，对鲫鱼说：“鲤鱼阿姨，我们的妈妈在

哪里？”在边说话的同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焦急的表情。鲤鱼和

蔼地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小蝌蚪说：“那我们的妈妈长

什么样子？”鲤鱼说：“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还有一个宽嘴巴！”

小蝌蚪微笑说：“谢谢鲤鱼阿姨！”

（五）总体分析

在进行阅读生活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主要从看图阅读、看

图交流以及看图表演的方式入手，让学生真正联系个人的生活，

并指导他们进行科学地表达，使他们真正在表达和表演的过程中，

融入学生的思维和情感，真正为学生后续关于青蛙的讨论，打下

良好的认知基础以及情感基础，也为后续高效写作打下伏笔。

三、讨论教学生活化，打造写作中的“面”

（一）教学目的

1. 培养学生的思维逻辑性。

2. 促进学生环保意识的形成。

3. 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

4. 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表达习惯（此为核心点）。

（二）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青蛙的成长过程图片，唤醒学生对上节课的回忆。

2. 教师准备部分人们捕捉野生青蛙图片，鼓励学生讨论这种

行为。

3. 教师准备人工养殖青蛙的图片，启发学生，让他们思考。

（三）教学设计

教师的教学设计主要分为如下三个过程：

过程一，回忆过程。在上课后，教师展示蝌蚪向青蛙转变的

整个过程，唤醒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记忆，真正从学生已知的角度

进行相应知识的融入。与此同时，教师带领学生回忆之前的学习

要点，比如生字、表达方式等，为后续的讨论教学奠定相应的感

情基础。

过程二，展示图片。在此部分内容的图片展示中，教师主要

让学生观看一些人捕捉野生青蛙的场景，并注重让学生回忆青蛙

长成的整个过程，真正让他们从个人的情感出发，对捕捉青蛙的

场景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教师讲授关于青蛙的相关知识，真正

让学生意识到青蛙对于人类的益处，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

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引导学生进行逻辑化的表达，真正让他们的

表达思维更具有针对性和清晰化。

过程三，展示图片。在此部分图片的展示过程中，教师主要

是让学生观看人工养殖青蛙的场景，并注重为学生搭建思考的平

台，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相应内容的思考，并结合他

们的思考给予相应的启发，真正让学生的思考更具有全面性，让

他们的表达更具有深度，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综合思维能力

的提升，也为学生的后续写作提供强有力的思维支撑。

（四）教学过程

过程一：回忆上两节课内容

1. 教学思路

教师使用多媒体展示小蝌蚪向青蛙变化的整个过程，并让学

生在回忆的过程中联想相应的知识点（比如在本课中学习的生字

以及相应的表发方式）。与此同时，教师结合学生的表达进行针

对性指导，真正在发现学生问题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指引，促进

学生基础知识的巩固，也为后续的教学铺平道路。

2. 教学片段

在展示小蝌蚪向青蛙变化的过程中，教师询问学生：“谁可

以根据图片中的变化，回忆个人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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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一说：“我学会了很多生字，比如‘灰’‘河’‘阿’‘姨’

等。”

学生二说：“我了解了很多关于青蛙的知识。青蛙不是一下

子就长成我看到的样子。青蛙是由小蝌蚪一步步变化过来的。”

学生三说：“小蝌蚪一步步长成青蛙也是挺厉害的！”

与此同时，教师询问学生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疑问，并结合学

生的疑问进行针对性的指导，真正提升教学的精准性，消灭教学

中的“小尾巴”。

过程二：展示图片

1. 教学思路

在此部分内容的展示过程中，教师注重从如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讲授青蛙的益处，让学上在了解青蛙的生长过程的同时，

让他们认识到青蛙对于人类的益处。其次，展示生活中，部分人

进行残害青蛙的场景，并注重让学生探讨个人的看法。更为重要

的是，教师注重让学生从个人的生活实例中进行相应问题的思考。

最后，组织学生交流，并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让

他们真正在探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意识。

2. 教学片段

片段一：青蛙益处展示

教师将青蛙的益处以动态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并在此过程

中积极地与学生进行互动，真正让他们在更为全面地认识青蛙的

益处。在视频展示结束后，教师鼓励学生分享个人的观看体验。

学生一说：“我认识到青蛙可以为农民伯伯捉害虫！”

学生二说：“青蛙身体的很多部分可以做药材！”

学生三说：“假如青蛙被大肆捕杀，会导致生态失衡，对我

们人类产生不利影响。”

在学生掌握青蛙益处的基础上，教师结合学生的表现，进行

相应内容的拓展，让学生从更为多元的角度认识此部分内容。

片段二：展示捕捉青蛙的图片

教师使用多媒体一方面展示部分人捕捉野生青蛙的场景，另

一方面展示部分人食用野生青蛙的场景。在上述情境展示结束后，

教师鼓励学生分享观看感受。

学生一说：“这部分人的做法是不对的。青蛙是人类的好朋友。

我们应该保护青蛙！”

学生二说：“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不应该吃青蛙。我们也

要阻止其他人吃青蛙！”

学生三说：“我们可以张贴相应的告示进行宣传，尤其是宣

传青蛙的益处，真正让人们进行自我行为的约束。”

教师说：“大家说得非常好。吃野生青蛙的做法是不对的。

野生青蛙自身也有很多病菌。假如人们大量的食用会引起很多相

应的疾病，这对人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教师说：“捕

捉野生青蛙是不对的。但是，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人工养殖青

蛙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而且还能满足人们对于美食的期待，更能

带来丰厚的利润。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的图片！”

过程三：展示人工养殖青蛙的图片

1. 教学思路

在上一部分内容结束后，教师进行下一部分内容的论述，并

在此过程中，展示人工养殖青蛙的照片，让学生了解青蛙的同时，

使他们更为辩证地看待问题，促进学生正确思维方式的形成，为

整个语文写作教学赋能。更为重要的是，教师注重让学生结合多

媒体中的图片以及相应的视频进行针对性的探讨，使他们更为积

极地交流，并结合学上的实际想法给予相应的评价，真正辅助学

上树立正确的思维。在此，教师展示上课的片段。

2. 教学片段

教师对学生说：“青蛙对于人类的益处，我们都知道。但是，

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满足人们对美食的欲望，并推动经济

的发展，很多农民伯伯开始大范围地进行人工青蛙养殖。针对这

种行为，你们怎么看呢？”

学生一说：“我认为人类的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人们合理地

进行青蛙的养殖，并未破坏环境，而且人工养殖的青蛙在使用的

过程中也不会对人产生伤害，这是十分正确的。”

学生二说：“我也十分认同这种行为。因为我之前吃过牛蛙。

牛蛙特别好吃。”

在这位学生发言结束后，整个课堂发出一阵笑声。

总之，在讨论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让学生在回忆之前知识的

同时，学习新的知识，对青蛙产生更深的了解，促进学生学习视

野的拓展，也让他们掌握更多的语文表达方式，促进学生良好语

文学习情感的形成，也为后续的写作教学奠定基础。

四、写作教学生活化，构建写作教学中的“体”

（一）教学目标

教师主要是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并注重让他们进行看图写

话的练习，使学生真正在回忆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个人独有

的见解，提升学生的思维深度，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

（二）教学准备

教师主要准备之前上课的图片，比如青蛙成长图片、人类捕

杀青蛙的图片以及养殖青蛙的图片等，旨在唤醒学生的回忆，让

他们结合个人的喜好，进行相应的写作。

（三）教学思路

在此部分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减少学生的写作阻力，

让他们从个人的爱好出发进行相应的写作，并结合学生的实际状

况，给予相应的指导，真正构建最为接近学生认知区域的写作授

课模式，让他们充分运用个人掌握的知识进行写作，促进他们写

作水平的提升。

（四）教学过程

教师采用白板教学，展示相应的图片，并让学生从个人喜好

的角度，选取相应的图片，进行针对性写作。与此同时，教师结

合学生的表达进行指导。在此，教师展示一位学上的写作状况：

学生一写：“通过学习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我感受到生命

的顽强，只有不断迎接各种困难，才会获得成长。为此，在日后

的生活中，我要学习小蝌蚪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五、结语

在进行语文写作生活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需真正从实际的教

学入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真正让学生利

用生活的认知加深对语文知识的了解，并从生活的角度进行多方

面的思考，使他们的语文学习思维更为多元，促进学生写作能力

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