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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构建生活化的小学语文教学课堂 
◆刘盛体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滩头镇柏水小学） 

 
摘要：生活化教学课堂已经逐步受到大众的关注，教师如何让学生在生

活中学会将生活与语文相结合，除了在课堂上教会孩子们学习的技能与

方法之外，还要学会将教学与生活相结合。让孩子们学会观察生活；学

会表达生活；学会在生活中写作；学会在生活中阅读。不断提升学生的

文学素养，也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水平，丰富小学语文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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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的教学方式是在杜威提出来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
经验，教育即生长。”的教与学观念上提出的。而自 21 世纪的初
期，课程改革也开始逐步将重点放在了学生的身上，反对教学只
教授书本上的知识。将教学的内容不断地简化、更新，更加贴近
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语文教学因为自身的学科特点，更强调的
是学生的文字和语言感觉，与学生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故而，
这生活化的教学方式是语文教师们逐步关注的教学重点。 

语文的学习是离不开生活学习的。语文教学的生命力在于从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出发，围绕着生活开始教学。那么在课堂教学
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做的就是引导学生学会发现生活。没有生活
的支持，语文学习与教育就失去了意义。那么要如何将教学与学
生的生活相结合。就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 

一、学会观察生活 
由于小学生年纪小，见识较少，思维了解较浅薄，那么为了

让孩子们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和语言表达等水平，教师可
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首先是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技巧训
练等方式提升学生观察的能力，有计划有步骤的帮助学生提高观
察生活的能力，改进孩子们现有的观察水平，从实践和观察中获
得实实在在的技能的提升，让学生们能够做到不放过生活的点点
滴滴，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内在库存，才能真正在文字上表达最真
实的自我。 

例如在湘教版小学语文第一单元《小塘春色》这篇课文当中，
教师在书本内容教学完毕之后，可以请孩子们仔细观察一下池塘
的照片，请孩子们说一说池塘上都有什么，它们都是什么样的姿
态，什么样的颜色，与周边的景色又是什么关系呢。教导孩子们
从大框架细细观察到每一个小框架。最后请孩子们用刚刚学过的
优美的词来形容一下另一个池塘。一方面是巩固了刚刚学过的知
识，另一方面也是教会了孩子们观察的技巧与方法。 

二、学会表达生活 
表达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一关卡。光听不练是假把式。更何况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喜欢沟通喜欢表达，教师要做的是规范孩子
们的表达方式，让孩子们更好的应用与学习语文知识。每个孩子
都有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东西，而老师的作用就是为孩子们创造
一个可以说话的环境，让孩子想说、有话说。不断地提高他们表
达的能力，教师的引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将机会更多的交到孩
子们的手上，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表达。例如说在湘教版小学语
文课堂《感激》这一门讨论课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话语权交
给孩子们，教师主要是引导的作用。一开始可以先从一个感激的
小故事引入话题，然后提问孩子们，生活中你有什么想要感激的
人呢？为什么？可以具体说说看嘛？请几个孩子回答，教师进行
适度的点评，可以给孩子们一些表达上的小建议。然后再请孩子
们分组交流。每个孩子都说一说自己想要感激的人或是事情有什
么。 

三、学会在生活中阅读 
文学素养的提升离不开阅读的多少。只有看得够多，才能够

积累足够的素材以及好词好句，从模仿优秀文学作品开始，一步

步地将他人的东西经过内化和重生，转化成自己的东西。那么这
方面就强调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前的准备工作问题了。每个班的孩
子的班级特点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班级的孩子是比较浮躁的而有
些班级的孩子是比较安静的，教师就要根据孩子们的水平和能
力，给孩子们推荐一些适合孩子们这个年龄阶段适合阅读的书
籍。根据班级特点制定相对应的阅读计划，创造良好的班级阅读
氛围，可以适度地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小小的奖励，鼓励每个孩子
们多读书。此外，还要教导孩子们如何正确的阅读书籍，其实很
多的孩子说起阅读以为就是随便翻一翻，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完事
了。然而阅读不单单只是如此，除了了解它的意义与内涵，我们
还可以学习它的写作用法和用词用句的特点。加深阅读的印象，
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读书笔记，把自己当时的想法给记录下
来。 

四、在生活中学会写作 
写作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教师们在教学批改的作文中很

容易发现孩子们的作文容易写成流水账，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就是
这样感觉生活的，要做的事情是日复一日，并没有什么特别，故
而他们写不出一个好的文章。那么教师就要适当地介入与引导。
上文提到的几个步骤，其实也是增进孩子们写作能力的一些手
段。除此之外，在平日的教学生活当中教师也要有计划的训练孩
子们的写作能力。从写一个小片段开始，不断地训练，学会填充
进各式各样的修辞手段，让孩子们把一个简单句写丰富有感情。
再逐步地学会去写一篇文章。例如在湘教版的习作训练《特别的
一天》，面对这样的作文题目，其实很容易让孩子们感到纠结，
不知道什么才算是特别的，所以教师的任务就在于让孩子们好好
理解这个特别的意思。什么样的一天才是特别的，可以这样子问
孩子们，请孩子们说一说自己内心的想法，教师进行指点，请每
个孩子试着用一小段话讲述特别事情是什么，之后在这一段文字
的基础上，进行修饰和扩充，从时间地点人物时间等方面将这个
结构补充完整。最后教师帮助孩子整理思路，最后写出自己的文
章。这就是我们教师应该做的。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会如何去写
作。不单是技巧上的提升，更是内容上与生活紧密相连，从生活
中的素材获取灵感，完成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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