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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聚焦语言形式，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以小学描写说明类课文教学分析为例 

◆张利娜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

力，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但就目前小学语文教学来看，教师在语文

阅读教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描写说明类课文中，问题尤为

突出。因此，现就此存在的问题，笔者通过对三个课例的分析，找出原

因，试图通过引导学生理解语言文字、运用语言文字、多形式语言思维

训练的方式，以此来提高小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让学生“骨感”

的语言文字丰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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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是人类 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
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对语
言文字运用的规范带来新的挑战，也对人们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和文化选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语文教育的发展提出了
新的课题。因此，新课标规定，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
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索养。而就目前来看，教师在
语文教学中，常常为学生干瘪的语言、骨感的语用而烦恼。为此，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小学描写说明类课文教学的三个示例，旨在引
导学生通过理解、运用、思维训练的方式，提高小学生的语言文
字运用能力，让学生骨感的语言文字丰满起来，以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养。 

一、小学描写说明类课文教学的三个教学课例 
课例（一）：三年级课文《秋天的雨》。 
1、第二自然段：“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

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哪扇哪，
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
票，飘哇飘哇，邮来的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田野像
是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
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
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天里频频点头。”  

（1）联系全段理解第一句话。 
（2）比喻、拟人句修辞手法运用的作用、妙处。 
（3）“总分”构段，有何作用。 
（4）把这一段读得有感情。 
（5）这一段的背诵也很有必要。 
2、第三自然段：“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

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
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常被那香味勾住！”  

（1）“总分”构段式，有何作用。 
（2）联系上下文，读懂“非常好闻”一词。 
（3）语句运用的优美。 
3、第四自然段：“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

家，冬天快要来了。小喜鹊衔来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当
粮食，小青蛙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地睡大觉。松柏穿上厚
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它
们都在准备过冬了。”  

（1）“总分总”构段式。作用与注意学习运用。 
（2）拟人手法运用的妙处。 
4、全文不仅“总分”构段，而且还有“总分总”构篇。 
课例（二）：三年级课文《花钟》。 
什么是花钟？有人经过留心观察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

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还有人曾有意把不同时间开放的花种在一

起，把花圃修得像钟面一样，组成了花的“时钟”。这些花在二
十四小时内陆续开放。本文就是介绍花钟是怎样形成的。全文只
有三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写人们经过留心观察，发现一天之
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第二自然段，介绍不同的花
为什么开放的时间会有不同呢？说明其中的原因。第三自然段，
一位植物学家据此种植了一个大大的花钟，人们只要看看什么花
开放了，大致就能知道是几点钟了。这个花钟非常美，非常有趣。 

1、第一自然段：“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要是我
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时间是不同的。
凌晨四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五点左右，艳丽的蔷薇
绽开了笑脸；七点，睡莲从梦中醒来；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
开放了；下午三点，万寿菊欣然怒放；傍晚六点，烟草花在暮色
中苏醒；月光花在七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夜来香晚上八点
开花；昙花却在九点左右含笑一现……”  

（1）同时写花开，却用词不同，避免重复，非常丰富，而
且用词很美，值得我们学习。 

（2）分号的作用，省略号的作用，给人什么感觉。 
（3）课件展示各种花，学生欣赏, 学生觉得一定很美，让

学生美美地朗读课文。  
（4）把这一段背下来。 
（5）学习作者留心观察同类事物的方法，以及运用不同的

词汇描写同类事物的方法。 
2、第二自然段，介绍不同的植物为什么花开的时间不同。 
如果去掉第二自然段，当然也可以，作者为什么又加上这一

段，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作用是：让人读了以后增加知识，更
觉得这些花不仅开放的时间有趣，而且开放的原因也挺有意思，
增加了文章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也显得文章很有逻辑性。这对我
们写作文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写文章要注意前因后果，顺理成章，
让人读后觉得文章比较完整，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 

3、第三自然段，引导学生抓住 后一句话：“这是不是很有
趣？”  

想象画面，想象钟面上陆续开放的花朵，体会花钟的美丽、
有趣。可是很多教师并没有抓住这一句话，没有让学生展开丰富
的想象，学生失去了一次想象思维训练的机会。 

4、这是一篇非常生动、有趣的说明文，也让学生把课文读
得非常有趣，津津有味。 

课例（三）：五年级课文《鲸》。 
这篇课文共有七个自然段，分别介绍了鲸是一个很大的动

物；鲸的演变；鲸的分类；鲸的吃饭；鲸的呼吸；鲸的睡觉；鲸
的出生与成长（胎生、吃奶、长大、寿命）。 

（1）本文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它们分别有什么作用。 
（2）介绍动物要抓住它们的主要特点，要抓住别人一般不

易了解但是很有价值的知识，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按照一定的顺
序介绍。 

（3）用词准确，生动，通俗易懂，也值得我们学习。 
（4）学习写说明文，应该像这篇课文一样，篇幅不要太长，

每段不要太大，语言简练，条理清晰，把事物说得清楚、明白，
语言运用生动有趣。 

二、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以上三个教学课例中可以看出，教师在描写说明类课文教

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对课文中语言文字的表达方法很少有自己的独特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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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三个课例中，不难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够重
视语言文字的运用与表达方法。仅仅是简单地理解词句，理解课
文的思想内容，而少有进行语言文字运用的学习与训练。不注重
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比如作文能力、口语表达能力。
教课文想不到作文，想不到口语交际。这就导致学生对于语言文
字的表达方式也只是停留在 浅显的基础上，并没有上升到理解
运用的认识和实践上。究其原因，一方面，教师没有意识到语言
文字运用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教师在这一方面
很少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因此，教师只能按照自己较为浅显的认
知去讲解。学生往往是教师讲什么，就学什么，很少提出自己的
要求。这就导致教师不讲，学生不学，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的能
力越来越薄弱的后果。 

（二）教学中缺乏让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环节。 
在以上三个课例中不难看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很少有专

门让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运用学习的实践环节。教师在阅读教学
中，往往只是泛泛地说，课文中有很多生动，准确，通俗易懂，
语句优美的词句，值得我们学习。但并未针对典型的字句做详细
分析，也并没有让学生去运用生动的语言，准确的文字去进一步
探讨和表达运用，这就导致教师讲的这一句话，变为空话。学生
根本体会不到语言文字运用的魅力所在，更不会在以后的写作，
口语交际等实践活动中提高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 

（三）不注重对学生进行语言思维的训练。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运用的能

力，更重要的是要进行语言思维的训练。只有语言思维有了，学
生才能举一反三，由点扩充到面，语言文字能力才能不断提升。
从课例中，可以看出，教师在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
1、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不够，学生朗读课文很不理想，
使语文课堂少有浓浓的语文味。这就导致学生对语感的缺失，语
言文字在学生的大脑皮层没有任何思维烙印，也就更加不会迁移
到其他实践中了。2、课堂教学中不注重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
教学，不注重提高学生阅读思考、品味揣摩的能力。到目前为止，
语文教学还没有一套固定的适合于学生的方法，这也是语文这门
学科本身固有的特质，因此，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感到很
茫然无措。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方法不当，不能引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时，教师往往会处于教学倦怠期。教师的倦怠，学生
的不感兴趣，导致的后果就是教师在教学中缺乏对学生的语言思
维训练，学生也没有想要进行语言思维训练的意识。 

三、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策略。 
从以上课例中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在

教学中应该主要注重的是：理解语言文字意思；关注语言表达，
体会表达作用；语言思维实践迁移。 

（一）学生在理解语言的基础上，才能学会运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不仅可以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语文核心
素养包括：语言的运用和建构；思维的提升和方法；审美情绪的
培养和思考；文化的理解和传承。由此看来， 基础的是语言的
运用和建构，其他三个不是独立独特的，是在语言的运用和建构
中渗透的，所以说，阅读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就是要求我们引导学生从课文中走一个来
回。在阅读教学中，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基本路径应该是：语言
文字→思想内容→语言文字。学生 后收获的应该是语言文字。
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应该让学生应该留下许多美好的东西。因此，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首先应该让学生建立在理解语言文字的意
思。在理解的基础上，学生才会运用，才能体会语言表达的魅力，
才会迁移。 

（二）教师在教学中要时刻关注语言表达，体会表达作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关注学生和自己的

语言表达，应时刻要求自己语言表达要精确，要适合学生的年龄
水平，心理水平和接受能力。也应对学生的准确表达给予表扬，
以及易混淆的语言文字表达及时进行纠正和分析讲解，使学生能
逐渐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师在讲解语言文字运用时，要
注意引导学生体会语言文字运用所表达的作用以及精妙之处，使

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以此对学习语言文字
产生兴趣。 

（三）语言思维实践迁移 
叶圣陶先生指出，“凡是学习语言文字如不着眼于形式方面，

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由此可见，聚焦于
语言文字运用的语文教学，教师不但要教会学生理解词语表达的
意思，还应加强语言文字的组织训练，丰富语言文字运用的内容
和形式，注重表达方法。让学生知道语言文字使用的规律，能够
熟练地掌握并使用语言文字，进行语言思维实践达到迁移。例如，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依据单元教学的训练重点、关注学生学习的
需要点、考虑文本语言表达的特色点，来找准 具教学价值的语
言文字训练点，让语言文字运用教学事半功倍，更有效地提升学
生的语言思维能力。  

总之，通过以上对描写说明类的课文教学的诊断和探讨。我
们应该反思的是，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不应只做教材忠实的实施
者，而应做教材的开发者和建设者。想要加强学生语言文字运用
的能力，教师应重视对语文课程标准的研读；重视对语文教材的
研读；重视对学生的研读；要改变过去已有的教学习惯；重视读
书学习。在小学的语文教学当中，首先教师应潜移默化地引导学
生理解语言文字的意思，从生活、文本中进行语言训练，然后运
用所理解的语言文字进行语言思维的迁移，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
文字的运用能力，让学生骨感的语言文字丰满起来，以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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