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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低年级听说读写的训练 
◆罗崇庆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中泉镇尾泉小学  730404） 

 
摘要：一个生命从呱呱落地到呀呀学语以及入学前的这一时期,大都接受

着自然而人文的习惯养成,入学后,则加强了规范性,甚至带有一定的强制

培养。这应该是孩子入学后习惯形成的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重要阶段

便入学之后。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任教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以来对孩子

习惯培养的一点认识。当然,习惯是多方面的,在此单指语文学习过程中听

说读写想习惯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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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命从呱呱落地到呀呀学语以及入学前的这一时期，大
都接受着自然而人文的习惯养成，入学后，则加强了规范性，甚
至带有一定的强制培养。这应该是孩子入学后习惯形成的第一个
阶段，那么第二个重要阶段便入学之后。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
任教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以来对孩子习惯培养的一点认识。当
然，习惯是多方面的，在此单指语文学习过程中听说读写想习惯
的训练 

一、听，要有目的、有礼有节 
我们该如何训练孩子的听话习惯呢?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

说，有目的的倾听，才能接收到所听内容中的信息。因此，首先
应该给孩子提出听的要求，但必须注意的是，所提要求应该是宽
松的、自由的，如:你听到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孩子由此可
以自主的、轻松的进行听话。或许他会知道这段话讲的是什么，
或许能听到一个用得好的词语，或许能提到一句给他留下印象深
刻的句子……假如我们拔高要求，提出这样的听话要求:你懂得
了什么道理?你体会到什么情感?……那么，孩子们就会产生畏难
情绪，产生紧张心理，使他们无法轻松自如的进行听话，达不到
训练的目的。其次，还要培养孩子有礼有节的倾听习惯。告诉孩
子，认真听别人说话，是一种良好的品质，是尊重他人的一种行
为。只有认真倾听别人说话，才能听明白别人说什么，才能学到
知识。并告诉孩子，只有认真听别人说话，别人才会认真听你说
话。 后在听话过程中，要大肆表彰听别人讲话的孩子，哪怕他
只记住了一个词，只要得到老师的肯定，下次，他一定会记住更
多的东西。 

会听才会想，只有学会倾听，才会获得更多的知识。所以，
我们必须培养孩子有效倾听的能力。 

二、说，要规范、有话可说、口齿清楚 
说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不仅是小学阶段的难题，也是语文

学习各个阶段的训练重点。语文教师当然喜欢能说会道的孩子，
但到底如何训练他们能说会道，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对于小
学三年级的孩子们来说，正处在由说几句话向说一段话或几段话
过度的阶段，说话训练就显得更困难。 

训练时，我们应该从说的规范性入手。有个词叫“打胡乱说”，
“打胡乱说”有可能是说的内容不符合事实，有可能是说话方式
不符合条理，也有可能表达意思时前言不搭后语。这就需要对说
话方式和内容进行规范。在回答老师所提问题时，应教会孩子说
完整，而不是只表述答案。有的教师会认为，这不是新课程理念
下的训练，如果这样，每个孩子就会同出一辙。但不要忘记，他
们仅仅是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自由发挥的能力不足，必须在教师
的诱引下形成规范的说话模式，暂不可放手让其随意表达，否则，
他们会把握不住说话的方向。有可能“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让
人摸不清头脑。 

三、读，要通、顺、熟、流利、有感情，要激趣 
读，也属于重量级训练。新课标指出，读要正确流利有感情。

有的教师一拿到一篇课文，就对孩子讲:大家读一读，要读得正
确、流利、有感情，并边读边想……对于小学三年级孩子来说，
如果前两年起始阶段教师忽视训练，那么三年级训练难度就更
大，要完成老师提出的这样的要求，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

降低读的要求，第一步，仍只要求孩子把文章读通读顺，必须逐
字逐句认读，不提任何过高要求，如读第一次就对孩子强调边读
边想。所谓认识，不是大致认识，应该是读准字音，如字的平翘
舌、前后鼻韵等等，一定要培养孩子读准字音的习惯，否则，孩
子读出来的内容将是“白”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杯白开水，听
后让人感到淡而无味，这就是课标中读正确的训练。认准每个字
字音的基础上，在读通、读顺以后，才能要求孩子读熟，在这一
过程中，就是对读的流利的体现。孩子 难掌握的应该是第三步，
读得有感情。有的教师一入课，就要求孩子读出文章的情感，此
时?孩子连课文内容都不能理觢，如何把握情感呢?在自学阶段，
孩子可以利用自己已有学习经验和生活经验，来赋予文章自己理
解的感情色彩。这些八九岁的小孩子，他们接触的视野窄，对很
多东西并不能靠自身力量去解决。这就要依靠教师在课堂中去诱
引，教会孩子怎样去体会情感，甚至要一遍遍地范读，这样训练
多了，孩子自然能试着用学到的方法去理解其它内容。有人说:
“语文教师是多情的教师。“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激情四
溢，感染孩子。对一个语文教师来说，标准的普通话和具有一定
朗读技巧是必不可少的，教师只有躬行才能吸引孩子，提高他们
的兴趣。假如孩子没有读的习惯，这就要依赖长期训练去获取。
上课时，给大家足够读的时间，读的表现机会，还可以开展朗读
比赛。特别要关注班上那些不爱读的孩子。一定要采取强制训练，
因为三年级孩子自控能力特别差，兴趣爱好也在 基本的形成阶
段。在强制的基础上，教师以身示范，让孩子去感受读的乐趣。
心理学上有“随意后注意”一说，即使开始不情愿做这件事情，
但做过之后使他感兴趣，就会让他自然产生继续做这件事的愿
望。所以强制只是 初的一种手段，强制后的兴趣形成才是目的。 

读也应是贯穿一个人所有学习阶段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
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但是在小学三年级这个阶段，是孩子兴趣形
成的起始阶段，一定要重视。 

四、写，要正确、规范、一目了然 
关于写的训练很多，如:会写字，上课会做笔记，会简单习

作等等，这里要谈的主要是关于写字方面。汉字是世界上所有文
字 复杂的字体，古人曾为汉字创造了很多形体，使汉字更是楚
楚动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值得骄傲的财富。作为
中国人，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也是一件引以为荣的事。中国有句
话说:“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写汉字也一样，想拥有一手漂
亮的字，也要从小处做起。小学三年级正是从用铅笔向用钢笔过
渡的时期，刚使用钢笔，如不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将不利于孩
子的发展。首先仍要从孩子坐姿、握笔姿势教起，不要认为一二
年级已经教过，就置之不理，你可以发现，很多孩子的坐姿东倒
西歪、握笔不正确，就得从头强调，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在学新
的知识，这样，在他的思想上会多一些警惕。 

然后再教会孩子观察字形，哪横长，哪横短，撇是如何安排
的，点又是如何写的，字的每部分是如何建构的，在观察的基础
上，再动笔写。并强调一笔一画交待清楚，不可“拖泥带水”，
横就是横，竖就是竖，不要让人看不明白。在开始训练时，教师
可以在黑板上范写，孩子仿写，到一定阶段才能放手让孩子自主
完成。试着引导孩子去感悟汉字的形体美:长短参差、疏密 称、
左右避让。 

这一过程在训练中一定要强调规范，我们并非阻碍孩子个性
发展，但更要注意，习惯养成的重要性。 

总之，小学三年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培养阶段，不能说，
我们的强制性或预制板式的训练违背课改精神。“没有规矩，怎
成方圆。”孩子们连 基本的习惯都未曾有，又如何谈自主发展、
自由发挥。孩子在下一学习阶段是否能展露头角，此阶段的学习
习惯培养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