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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语言实践 
◆王迎芳 

（新平县扬武镇小学） 

 
摘要：语文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还具有人文性，在语文课堂教学
中把握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陈建先老师在《回归语文教学的
本位》中说道：“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便是语言。这正体现了语言的性质。
语言和思维、语言和思想、语言和精神是统一的。具体到语文教学中，
就要使语文教学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所以，语言是工具的，也
是人文的，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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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明确指出:“语文课程
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文课程的
这一性质将语文课程的目标和内容直接聚焦于“学习语言文字的
运用”。既然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于语言，语言便是语文
的本位，便是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材
的文本语言便是一个抓手，抓住它就抓住了“工具性”和“人文
性”。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进行丰富、灵活、有效的语言实践呢？ 

一、兼顾语言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 
于漪老师指出：“语文课要落实在对语言文字的体会上。”人

文性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感情，不是一种外加出来的教学环
节，一个外在的教学手段。因此，在具体的文本情况下，让学生
直接与文本语言亲密接触，在接触中领悟文本语言的美，领悟到
作者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 

低年级的学生在写话训练时，常常会这样写道：“我一边看
电视，一边写作业。”“因为我很晚才回家，所以妈妈批评了我，
我气冲冲地走进房间关上了房门。”老师为了鼓励学生，评价时
打了“√”。这样语言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就没有兼顾到，长期如
此评价，语言的人文性就会丢失。因此，在引导学生进行语言训
练时，不能单纯地就语言学语言，进行单纯的语言技巧的演练，
而是要在语言文字的训练中理解内容，领悟情感，使语言形式与
语言内容兼顾，内化与外化兼收，工具性与人文性兼得。 

二、搭建语言实践的平台 
1．抓教材中课文语言的“风采” 
课堂上，老师要引领学生抓住文本语言的风采（即抓住每篇

课文的精彩部分），通过反复吟诵，与文本的作者产生心灵的碰
撞，进行真正的对话。这样就能感受到语言世界的奥秘，倾听到
伟大心灵的搏动。如苏教版五年级上册《黄果树瀑布》第三自然
这样描写瀑布：“透过树的缝隙，便看到一道瀑布悬挂在岩壁上，
上面折为三叠，好像一匹宽幅白练正从织布机上泻下来。那 ‘哗
哗’的水声便成了千万架织布机的大合奏。”作者用清晰的笔法
形象具体地勾勒出瀑布的形状，用夸张的手法,突出瀑布气势非
凡，雄伟壮观的本质。这些优美的语言是文中的精品，是作者思
想细腻的表达。真正的人文内涵是植根于人的精神力量之中，是
以人的生命为根基，以文本语言为承载的。教学中，当发现学生
赞美瀑布壮丽的语言单调时，我会让学生读读找找文中是用哪些
字词、语段来描写瀑布的，让学生重新回到文本语言中，细细品
味。给他们简单的平面“搬动”和“组合”文中的语言的时间和
机会，感悟文中的精彩语言，然后再让他们来赞美瀑布的美丽。 

2.抓教材中课文语言的 “共鸣点” 
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性的重要载体，语文教材中的课文

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此我们应该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悟、
欣赏人性美,提升人文内涵。在教学苏教版四年级下册《天鹅的
故事》第三自然段，“老天鹅腾空而起。利用下落的冲力，像石
头似的，用自己的胸脯和翅膀重重地扑打冰面。接着，又是第二
次，第三次……”时，我鼓励学生说“谁愿意来把描写老天鹅破
冰的段落再读一次？” “谁愿意做一次课文中的老天鹅再来破
一次冰？”借助文本语言描绘的情境，我带领学生走进作者的情
感世界。让学生脑海里呈现出课文描写的画面，从而产生自主的
情感体验，在情感融入中感受语言的真谛，领悟语言规律，加深
对文本的感悟。我还结合课文插图问：如果你就是其中的一只天
鹅，在亲眼目睹了老天鹅的壮举后，你会怎么想，又会说些什么

呢？会怎么做？引导学生与文本发生共鸣，这种共鸣能拨动学生
的情感，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语言训练，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在这共鸣声中得到了提升。 

3．抓教材中课文语言的“拓展点” 
我们使用的语文教科书本身容量很大，又讲究文质兼美，其

语言表现的形式多样，人文内容极其丰富；行文的安排，是作者
布局谋篇的匠心独运，值得教师们研究探讨。《天鹅的故事》第
四自然段这样写道：“……有几只天鹅来帮忙了，很快，整群天
鹅，大约百来只，都投入了破冰工作。它们干得那样齐心，那样
欢快！湖面上传来阵阵‘克噜—克哩—克哩’的叫声，就像那激
动人心的劳动号子：‘兄弟们哪，加油！齐心干哪，加油！’”这
个自然段包含了许多虽“不一样却是一个道理”的场景再现在学
生的脑海里。学到这里，学生不仅能列举出这样的劳动场面，而
且还能说出描写这种劳动场面的词语。老师引领学生遵其路，让
学生徜徉其中，品得个中妙谛，能让师生感受生命，倾吐性情，
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收获。 

三、把握语言的实践层次 
1.模仿运用文本语言 
课文中优美规范的语言是语言中的精品，是课文中精彩的地

方，它们往往也是文中情理意趣之所在。抓住这些语言中的精品
反复诵读乃至背诵。不但能快速领悟文本的人文内涵，陶冶学生
的思想素养和审美情趣，而且对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以及培养学
生的语感能力开辟了一条捷径。同时，还能突出重点，在有限的
教学时间里创建高效课堂。所以把要学习的对象“模式化”是学
习语文入门的捷径。 

2.灵活运用文本语言 
学生的语言“习得”是在通过大量的尝试练习后“熟能生巧”，

要达到灵活运用文本语言，内化是关键。怎样做才能内化文本语
言呢？我们要抓住文本语言、通过对文本语言的品味、领悟，来
理解文本的主旨、接近作者的情感。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学生情
感的涟漪，课堂教学才能春色满园，万紫千红，才能实现语文课
程标准中提出的“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
力，有丰富的语言积累和良好的语感”这个要求。学生只有在“机
械”地熟练运用文本语言的基础上，才会上升到灵活运用文本语
言的层次。所谓的“仿中有创”就是学生通过“尝试—调整—再
尝试—再调整……”的方法来学习语言，并且学生是利用边使用
边明理的途径来习得语言的表达方式。 

3.自由生发个性化语言 
自由生发个性化语言是学生在感悟文本语言时进入“文我合

一”的境界。是语感表达形式的 高表现，是学生的超常创造。
苏教版四年级《云雀的心愿》一课的课后作业是“为什么说‘森
林实在是太重要了’？先有条理的说说，再写下来。”我引导学
生回顾之前所学的有关植树造林的课文，他们根据对文本语言的
领悟，不到三分钟，就概括出了很多森林对人类的重要作用：森
林可以保护土壤，还可以蓄水；森林可以让我们冬暖夏凉；森林
可以治愈风沙；森林可以让山洪不再泛滥伤人；森林能改善我们
恶劣的自然环境。学生徜徉在文本语言的情景之中，情感得到了
升华。认识到保护环境除了不能乱砍乱伐，还要积极倡导植树造
林。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保护环境，迫
在眉睫。学生自我得到释放和突破，升华了人文。 

总之，语文课堂教学，我们要是凭借教材为学生搭建语言实
践的平台，抓住文本语言的感悟、积累和应用，引导他们在实践
中内化语言，运用语言，从而升华他们的人文内涵。要围绕语文
的特点展开语言学习，让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感悟语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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