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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上好小学语文第一课时 
◆邵  亮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仙桃园小学   525441） 

 
摘要：我们的每节课都要尽可能地让学生在轻松、愉快和融洽的气氛中

学习到知识。教师的教学设计再好，如果没有把课堂教学组织和实施好，

孩子们就会感到枯燥无味，不会主动学习，就会把学习当成是一种负担。

尤其是如何上好小学语文第一课，一直是我们教学第一线老师的困惑。

事实证明，巧妙地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关键，扫除生字生词

障碍，组织有效的朗读，读通读懂课文，同样也是上好小学语文第一课

时缺少不了的重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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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好小学语文第一课时的教学，一直是自己的困惑，特

别是面对枯燥的字词、重复的朗读、对课文梗概的理解这些相对
于第二课时略显乏味的知识，我一直从内心里抗拒执教第一课
时。本学期初，苏小群老师执教的四年级语文《桂林山水》这一
课，我不仅感受到了苏老师本人深厚的语文素养和语文精神，也
解开了一直以来深埋于心中的困惑：如何上好语文第一课时。观
摩苏老师的课，我体会到：第一课时的教学必须要抓好字词教学，
强化初读效果。在引导学生读准、读通、读顺课文的基础上，帮
助学生利用关键句子理清文章脉络，整体感知课文，为第二课时
的精读感悟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让第一课时的内容落到实处，
教师必须要扎扎实实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教学工作： 

一、巧设情境，激发兴趣 
“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学生刚刚接触新课文，能

充分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吸引学生用心去学习，这一点非
常重要。为此,在新课伊始，教师要努力创设情境，根据文本特
点采用不同的方法导入新课。比如：开门见山、以旧带新、音乐
歌曲、媒体展示、演示实验、故事简述等等，让学生在教师温情
的话语中，在生动的画面中，在动人的音乐中，在恰当的材料中
走进文本，拉开课文学习的序幕。这样，像是乐章的序曲，让学
生一开始就感受到强烈的感染；又像是打开殿堂的大门，引导学
生登堂入室。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新课文的兴趣。 

如教学《桂林山水》这一课，苏小群老师先是这样说：同学
们，你们去过桂林吗？那满目的青山秀水，真是大自然的千古杰
作，使人心旷神怡。那里的山石、河流、小桥、树木几乎都流传
着一段动人的神奇故事。如象鼻山……在进入新课时,巧妙地创
设这个情境，对打造高效课堂起到关键的作用。 

二、识字学词，落到实处 
学习生字新词，落实识字任务，完成生字教学是第一课时的

重点 。《语文新课程标准》强调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识字、写
字、阅读、作文能力的培养，并指出要十分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
培养。在第一课时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依据学生实际情况，有目
的地进行字词学法的指导，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我们语文教师
要舍得拿出一定的时间，把识字教学抓细抓实。在聆听了苏小群
老师的第一课时后，发现她在不同程度学生中，抽查了好几个学
生，在学生容易出错或比较复杂的字词中进行了分析和辨别，还

布置课后做一些识字练习。我个人感觉她在识字词教学方面抓得
非常到位，非常有效，真正落到了实处。 

三、紧扣课题，读通读顺 
文章的标题就像眼睛一样。出色的题目，准确鲜明，引人入

胜，提示文章内容，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引导学生阅读，首先要
学会读题目。文章题目就是学生展开阅读学习的突破口。比如朗
读《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这一课的课题，老师应注意引导学生有
感情地品读好课题，应把修饰词“绿绿”这个题眼读得重音一点，
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文本，更能激起学生阅读的兴趣。学生
有了兴趣，对阅读课文的欲望就会更强些，接着老师再相机引导
学生读通一些难读的句子，记牢几个难读、难写、难理解的词，
这样就把课文读通顺了。 

四、抓住重点，理解课文 
在第一课时教学中，我认为首先要给足学生读的时间。不管

是什么体裁的文章，我们都应把读好课文、读准确课文作为第一
课时的目标。朗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引读，可以范读，
可以指名读，可以情境朗读。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细节的
处理。如：每一次朗读都应给孩子确定一个明确的朗读目标；注
意让孩子读好重要的标点符号；在句子需要抒情时，教师要组织
孩子们进行有效的朗读。在进行精读感悟时，老师要抓住课文的
重点，找到能统领课文的关键问题或句子，让学生去感悟，为下
一课时的教学做好铺垫工作。 

最后，我想提一个自己的看法，关于书写指导和仿写训练的。 
特级教师于永正在《我怎样备课》中提到：“第一课时，我们要
考虑练习什么的问题？要求学生写的字和词语，我一定先写一
写，每个要求写的字应注意什么，特别是每一笔在哪儿起笔，在
哪儿收笔，一定把握准，否则就写不规范。”当前，小学语文课
提倡低耗高效。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精讲精练，尽量压缩讲的
时间，做到讲练结合。当然，这里的练习不能仅停留在训练朗读
课文上，还可以选取每一课有代表性的字进行书写指导，讲解框
架结构，练习写字和练习仿写精彩语段等，我认为都是第一课时
不可缺少的教学内容。 

五、结束语 
语文课堂教学如何教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想，第一课时

可有模式，但不能模式化，可有一定板块，但不能结构化，必须
因文而异，一切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正所谓教无定法，怎样教好
第一课时，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摸索、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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