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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校本教材对学生语文知识视野的拓宽作用研究 
◆刘井全 

（辽宁省本溪市北星小学  辽宁本溪  117017） 

 
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提出语文教育的任务是：促使学生学会

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做人、学会审美、学会劳动；
语文教学具有多重职能——知识教育、思想教育、审美教育、及
语文能力训练的多种项目。以上的内容决定了语文教学教师必须
树立”大语文”教学观。适时的编写语文校本教材，将丰富的多
彩的语文世界全方位的向学生展现，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教学实践
我们有很大的收获，校本教材对学生的语文知识视野具有较强的
拓宽作用。 

“大语文教学观”的核心是：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
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教语文同教做人有机结合；
发展语文能力同发展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有机结合；读、写、
听、说四方面的训练有机结合。 

一、生活中处处有语文，课余时间阅读教材外的中外名著；
某一时期就报刊或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充分的让学生互
相交流，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范文欣赏；流行歌曲的吟唱
等等。 

“大语文“教学观决定了学生的知识面要广泛，这就要求首
先教师要树立’大语文‘教学观，教师的知识面广博深厚，诗词
歌赋，琴棋书画，教师要站在高处时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
在教学六年级上册语文（作者季羡林）《 念母亲》一课时，我
将作者写作此文的背景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对学生充分的理解课
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学任务完成后，我又利用自习时间
让学生广泛收集赞颂母爱的诗文和歌曲，让《游子吟》中“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别老母》中的“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
愁看泪眼枯。”等等优美的诗句读懂其深意；让歌曲《母亲》中
的“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
让歌曲《懂你》中的“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从此不知你心
中苦与乐”等等让人垂泪的歌词深深理解体会。经过一年多的操
作实践，学生的理解能力和习作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于同年
组的其他班级相比学生的理解能力和习作能力都高出一截，我们
有理由相信：经过我们踏实细致的课堂教学和自习课上对学生知
识视野的深入拓展，学生的语文水平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二、将语文学习延伸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提示学生：参观名胜古迹，目睹乡村的飞

速变迁，游览祖国锦绣山河，倾听家乡的风俗人情，这些都是语
文学习的重要渠道，都是时时刻刻的丰富充实我们的语文课堂教
学，是语文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语文课堂教学应该从课堂中的”
小课本”走向生活中的”大课本，”从校内 40 分钟的”小课堂”
走向社会生活无限的“大课堂”；这就要求语文教师要有开阔的
视野，通古博今的知识面。在课堂上真正让学生打开自己的心扉，
积极主动地在课堂上“我手写我心，”在文章中真实的袒露心扉，
实现心与心的互动交流。课内学习的名著片段章节，课后组织学
生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剧或指导阅读原著。如课内学习了《红楼
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节选后，由于课文部分内容
有限，只能管中窥豹，还必须让学生阅读原著，来领会作品的意
蕴，让学生自己去玩味、去感受，进行一番再创造的工作，进而
抓住美的内涵。有人这样打比方：如果把墨香飘溢的语文教材比
喻为一座风景优美的大山的话，语文教师就应该是一名出色的导
游，带领学生跋涉攀登，流连忘返。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小学语
文第十册《我的中国心》一课后，我在大屏幕上播放张明敏的演
唱视频，再将三十多年前的背景资料简单的向学生介绍，对于学
生深入理解文章中蕴含的浓浓的思乡之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
极作用，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热情。 

三、语文教学要着眼于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的创新。 
吕叔湘先生说得好：“语文课跟别的课不同，学生随时随地

都有学语文的机会。”要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适时的将优美
的词句、文辞优美的片段、心得及感悟写下来，持之以恒，坚持
不懈。让学生多读多思勤记，这样就会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
生浓厚的学习求知兴趣，充实了课本之不足，培养了学生的思维
能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社会生活中要引导学生观察山川
草木、鸟兽虫鱼，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国外有一生颠沛流离、
游历二十多年的马可.波罗，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对
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作用；中国有一生都跋涉在祖国山山水
水的徐霞客，给我们留下了极具史学价值的恢弘巨作《徐霞客游
记》。语文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师要指导学生时时学语文，
用语文，提高自己的文明修养、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以一个
完美的形象立足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四、要跳出课堂让学生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练习学习和
积累语文知识。 

把语文学习与丰富自己的心灵世界联系起来，语文学习才可
能是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这种时候，我才会很自信地说：学
习语文吧，它会给你一个丰富的世界，一个关乎心灵的世界。《中
国教育报》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开始由于偶然的生病请假，发现在家里读书让她感到比在学校
里上语文课更加快乐。于是，她不断请假、不断旷课，以这样的
方式来换取课外阅读。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一年级她写了一百多
张病假条，读了四百多部名著，结果成绩还特别突出。 

五、深入挖掘课程资源，努力发掘学生的心灵美，适时的渗
透和进行品德教育。 

在语文教学中，我注意引导学生通过课文的语言方式，理解
课文的思想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受到熏陶和教育。
例如在季羡林的《 念母亲》中，母亲的离去成了他心中永久的
悔。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
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
会心肝俱裂，热泪盈眶。正如作者所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
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却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可见
母亲的离去带给作者多大的伤痛，这也正能体现作者对母亲崇高
的敬意和真挚的爱慕之情。在梁晓声的《慈母情深》课文中，记
叙了母亲在极其艰难的生活条件下，省吃俭用，支持和鼓励“我”
读课外书的往事，表现了慈母对子女的深情，以及孩子对母亲的
敬爱之情。 

在教《游子吟》这首诗歌时，我抓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这两句诗进行讲授：当游子看到妈妈为他出远门而一针一
线地缝衣服时，他想：妈妈啊，你就像春天的阳光，为小草儿带
来温暖，像小草儿一样的我，怎样能报答你像春天阳光般温暖的
恩情呢！这就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思想感情，也是心灵美的一种表
现。他们都歌颂了母爱的永恒主题，使文章具有深刻浓郁的感染
力。从而教育学生平常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为爸爸妈妈多做
点家务，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 

本套校本教材已经发到学生手中，在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
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实践过程对比，使用这本校本教材的学生
的知识视野和写作能力比未使用的班级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多学
生都能够结合语文学习的实际在课堂和家庭阅读校本教材，并就
文中不懂的句子在课余时间和老师、家长及同学交流，潜移默化
的影响陶冶着学生们的思想情操，对学生在习作中的遣词造句也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家王安忆有一句话：“森林，也许你一辈子都不会见到，
但是它却是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你的呼吸。”从某种意义上说，语
文校本教材正是这样一座森林，这样的森林滋润着你的呼吸，联
结你的心灵世界。 走近这片森林吧，成为森林的主人；扩张这
样的森林吧，让自己的灵魂充满绿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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