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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强化意识，教好部编新教材 
◆辛克敏 

（天津市静海县陈官屯小学） 

 
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作为部编语文教材

的直接实践者，我渐渐领略到新教材的魅力，它图文并茂，视野开阔、

立意高远，以立德树人为主要目标，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新教材的使用，呼唤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把新的课程理念转化为具体

的教学行为已成为新教材使用的核心问题。我们要努力探索一条使学生

乐于接受并能促进其发展的新路，我从以下几方面谈几点做法：一、开

发课程资源，在多彩的生活中学语文。二、创设情境，在良好的氛围中

学语文。三、开展活动，在多样的活动中学语文。四、更新观念，在自

主的探究中学语文。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作为部编语文
教材的直接实践者，我渐渐领略到新教材的魅力，它图文并茂，
视野开阔、立意高远，以立德树人为主要目标，充分体现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重视培养学生
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新教材的使用，呼唤教育教学方式的
变革，把新的课程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行为已成为新教材使用
的核心问题。我们广大教育者要努力探索一条使学生乐于接受并
能促进其发展的新路，使学生更乐于接受新知识并能促进其成长
和发展，使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提高，下面我就对部编新教材下的
语文教学谈几点想法和做法： 

一、开发课程资源，在多彩的生活中学语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应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我们要开发并利用
好语文教材，发挥教材的多种功能，倡导生动活泼的自主学习方
式，改变单一的以讲授文本为主的教学模式，把丰富多彩的课程
资源引进课堂。作为语文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
力，比如通过引导学生通过课外阅读、在班级里举行故事会、每
日新闻播报、办文苑手抄报、故事剧、个人作品集等多种方式，
创设优化班级文化氛围环境，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也可以在教
室里张贴学生作品，如手工、书法、绘画作品，日常学习中，要
发动学生办好班级的“图书角”、“阅读栏”等，尽量做到每次有
创新，逐步开发形成各具有生动活泼的的校本课程。 

如部编版一年级上册《自选商场》一课，教材选取的素材贴
近儿童实际，符合儿童认知特点。自选商场是儿童感兴趣的地方，
蕴含着丰富的识字素材，而创造性地使用这些素材，才能把情境
用活，把知识教活，才能引导学生主动地认识更多的物品名称，
感受到语文知识就在我们身边。为此，在教学时我让学生把自己
在商场买过的东西的名称制成小卡片，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拼音代
替，贴在物品下面，模拟商场购物，把卡片上的物品名称读对时
才能买走东西，同学们有的当售货员，有的当经理，有的当顾客，
欣喜地开展销售和购物活动，把课堂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中，课
堂俨然成为了生活中一个常见场景，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创设情境，在良好的氛围中学语文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要渠道，教学过程应该是让学生掌握知

识学习生活技能的生动课堂。教师要利用语文教学材料的丰富
性，创设教学情境，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有效的灵活
多变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培养创造性思维。
如在教学部编版一年级上册《小小竹排画中游》一课时，我首先
从课题下手，读了课题你有没有知道些什么？还有什么想要知道
的？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提出来，可让学生先答题，还有的问题通
过学课文弄明白。在优美的《江南丝竹调》音乐中，播放小竹排
在画中游的多媒体课件，听朗读配音。学生在感知课文内容的基
础上，一边入情入境地朗读，一边想象江南水乡的美丽富饶，犹
如身临其境，从而萌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在识字课上，我经常会提问学生：“你是怎样记住这个字
的？”“你还有更好的记住它的办法吗？”以引导学生思考，激

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学生创造了许多实际
方法，如： 

1、加一加。就是把两个或多个已掌握的字，组合在一起，
拼成新的字，如：门＋口=问；木＋公=松；木＋又＋寸=树。 

2、减一减。就是从一个认识的字中去掉部分，如某个部首
或部件。如“鸟”字去掉一个点就是“乌”。 

3、换一换。把熟字的部首改换成其他部首变成生字。如“杨”
可换成“汤”“扬”等形近字。 

4、说一说。就是用自己的话来理解字的意思。如“信”“就
是有一个人，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寄出去。 

5、比一比。通过与熟字比较字形，区别他们的音形义。如
“自”与“目”。 

6、演一演。有个学生在学习“看”时是这样记的：模仿孙
悟空的经典动作，把手放在眼睛上，就是“看”，学生们一下子
就记住了。 

7、猜一猜。把生字以字谜的形式出现，让小伙伴猜。如“一
口咬掉牛尾巴”，是“告”。 

8、编一编。如，将《找花生》一课的生字“找、生、格、
外、呀”，编进儿歌，“找呀找，找花生，没找到，格外急，花生
呀，在地里。” 

三、开展活动，在多样的活动中学语文 
有教育家曾说过，孩子们的工作是游戏，在游戏中激发他们

的思维，是他们 喜欢的方式。低年级学生更是喜欢游戏。因此，
我十分重视寓教于乐，让学生们在欢乐的氛围中学语文。教学中
我设计了多种课件、游戏： 

1、“摘苹果”。老师先把生字或词语写在不同颜色的苹果上，
让学生把认识的字或词语摘下来，并分类放到合适的筐里。其他
同学拍手唱儿歌：秋天到，秋天到，果园里真热闹，苹果大，苹
果甜，我们一起摘苹果。 

2、“找朋友”。老师将写有生字和音节的卡片或几组反义词
发给学生，再“找朋友”的音乐下跳舞，，如，一个学生先自我
介绍：“我是“来”，我的朋友在哪里？”另一个学生站出来说：
“我是“去”，你的朋友在这里。”然后，跳出来和他成为朋友。 

3、“戴帽子”。老师依次把生字卡片出示在黑板上，将生字
的音节写在帽子形卡片上，发给学生，要求学生贴在相应的汉字
上面，比谁贴的又对又快。 

4、“小蝌蚪找妈妈”。几名同学带上写有声母的青蛙头饰，
另外几名同学写有生字的小蝌蚪头饰。在表演游戏的同时，完成
读准声母和生字的读音，然后进行个别读和领读。 

还有“登山”读词语课件、“拉火车”扩词课件，“钓鱼”读
字词课件，“走迷宫”课件等，把这些游戏、教学课件融入教学，
省时高效。 

四、更新观念，在自主的探究中学语文 
小学生具有乐于交往、好表现自己的心理特点，由于能合理

的利用竞争机制，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等合理地交流，交给学生必须的合作技能，通过新课导
言的设计，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和
欲望，促进学生思考，产生合作学习的冲动和欲望。在合作学习
中，教师要注重观察和倾听，并为他们及时准确地找到解决问题
的突破口，提供必要的帮助，让学生会探索、会发现，不断地引
发学生思维的碰撞，把学生的探索引向深入，为他们搭建其充分
展示自己的舞台。 

新课程教材的实施对广大教师来说是新的挑战和考验，我们
在课堂上要更多地关注学生，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引导他们产生求知欲，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让学生通过
探索活动获得知识，成为学习的小能手。我们要自觉树立主动研
究的专业意识，不断学习、不断尝试，做新教材的探索者、先驱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