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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谈如何提高小学语文课的“精讲”效率 
◆李京晶 

（西安市浐灞丝路学校） 

 
摘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教育应该

使学生切实掌握语文这个工具，打好语文基础。教师要在教学活动中找

到培养学生语文素质的“精讲”契入点，指导学生在感悟发现的互动活

动中，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培养学生自主探究、敏于发现的能力，

从而提高小学语文课的“精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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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把语文课当作讲座或串讲串问的教学方式虽极为少
见，但仍有不少教师没有真正理解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缺少把语
文课上成发展学生智力，进行实实在在的语言文字训练的经验，
以至于只知道要“精讲”，心有余而力不足，欲“精”却不达。
所以，广大教师应在自己的课堂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找到
既能发挥“应试教育”的优点，又能更好地培养学生语文素质的
“精讲”契入点。 

一、变换角色，融讲于读 
这是一种 为常用的精讲法，适用于各种体裁的课文。有些

词句（段落）含义深刻，韵味很强，不是教师三言两语讲得清楚
的，甚至还会出现越讲越“蒙”的现象。这时教师就要变教师的
讲为学生的读，一遍一遍地指导学生读出词句（段落）中所蕴含
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和韵味。如《难忘的一课》，“我是中国人，我
爱中国。”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了三次，每次的感情不同，挖掘三
次感情变化过程，讲解每次复杂的意思，需要长篇大论。为提高
“精讲”效率，教师采用引导学生有感情地读准这三句话的教法，
以多种形式的朗读代替教师一味地讲，这样教师既显轻松，效果
也很好。 

二、引进数学，计算感悟 
执教《草船借箭》时，一位教师巧妙地引导学生去“计算”，

感知周瑜让诸葛亮１０天造１０万支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他依次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1）如１０天不吃不睡，平均每天
要造多少支？每小时造多少支？（2）如果除去吃饭、睡觉的时
间，每天按８小时计算，每小时 少要造多少支？（3）这样能
造出来吗？诸葛亮对此是什么态度？按诸葛亮的计划，３天完成
任务，即使不吃不睡，每天要造多少支箭？比原计划每天要多造
多少支？（4）如果完不成任务后果将会怎样？通过这些计算你
感受到什么？这一环扣一环的计算题，使学生具体地感受到周瑜
心胸狭隘，逼人之“急”，和诸葛亮神机妙算，处事之巧。教师
引导学生感悟课文中心，贵在“因文而异”、不拘一格。这一“算”
算出了文内之意和文外之韵。 

三、设计形象，变文为画 
“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这是《少年闰土》中的一句话，含义是讲大户人家的少年们见识
面狭窄短浅。这句话的蕴意深刻，再加上现代学生对古代庭院建
筑了解不多，学生理解这句话有一定困难。这时教师把文字变为
图画，让学生看图理解，效果就不一样。教师先画一个四角院子
的几何图形，再在“院子”中画一个人，在“院子”的上方用一

长线代表天空，然后在天空中找出与“院子”的长相等的线段，
用虚线把线段的两端与“院子”的长的两端连起来。 

图画完了，学生一看图就会想到“井底之蛙”“坐井观天”
这些词，句子的意思也就基本理解了。   

四、巧设情境，寓讲于演 
有些教学环节若能变个法子，使枯燥的课堂讲授变为轻松有

趣的游戏，寓讲课于表演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大增，如演小
品、课本剧、做表情等，如有教师在总结全文时改变传统的教师
语言概括或填充练习的形式，采用演小品的形式，学生一听就乐
了。然后教师演妈妈（爸爸），一学生演孩子，设计放学后回到
家，家长同孩子对话的情境，把总结的内容包含在台词中，如妈
妈（教师）问：“孩子，你今天学了什么课文，这篇课文讲的是
什么事，学后你明白了什么？……”学生与教师配合表演，一一
作答，这种课堂总结巧设情境，寓讲于演，达到了总结课文的目
的，学生的印象也很深刻。 

五、列举比较，查摆错误 
语文教学中，有时为了突出某句话某个词的特别作用，教师

另外举一句话，把两句话让学生进行比较，可事半功倍。如在教
学《威尼斯的小艇》中写小艇的样子时，出示下面两段话让学生
比较，讨论：哪一句写得生动？（1）威尼斯的小艇又窄又深；
船头和船艄向上翘起；行动起来轻快灵活。（2）威尼斯的小艇又
窄又深，有点像独木舟；船头和船艄向上翘起，像挂在天边的新
月，行动轻快灵活，仿佛田沟里的水蛇。学生经过讨论，一致认
为课文中的一段话写得生动。因为它用人们熟悉的独木船、新月、
蛇作比喻，让人们眼前就有了小艇的样子。学生通过比较，训练
了品味语言文字的能力，领悟到运用比喻的精妙之处。 

有时教师故意出错，让学生发现，把问题摆出来进行讨论，
也能起到“精讲”的效果。如教《一夜的工作》一课，教师故意
把“公鸡叫明”写成“公鸡叫鸣”。学生发现出错了反馈给老师，
教师趁机让学生讨论，弄明白为什么不用“叫鸣”而用“叫明”。
（“叫明”指天快亮了，表现了总理工作的劳苦。）这种让学生查
摆问题，讨论原因，自己改正的方法很自然，学生今后就不会再
出现类似的错误，并且在咬文嚼字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作者遣词造
句的准确性。 

六、设身处地，以练代讲 
这里所说的“练”是指让学生自己动手写写，动口说说。如

教《太阳》一文，在小结太阳的特点时，教师让学生把自己当作
太阳概括所讲的内容，以“我是太阳”开头说一段话向他人介绍
“自己”。教师先让学生自由练习说一说，然后指名说，再让学
生在纸上写出来。这种方法不仅使学生的知识运用得到了强化，
而且促进了学生概括表达能力的提高。 

“教无定法”。“精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其基础还在
于深谙课文，精于设计，化解传统的长篇大论式单向讲解于指导
学生感悟发现的互动活动之中，既高效地促进了学生读写能力的
提高，又有机地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敏于发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