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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语教学得失
曹春燕

乐山市通江小学　614000

摘　要：语文是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文字等的能力和语言知识及文化知识的统称，是“百科之母”。语文对培养学生良

好的语文素养、实现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教学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认

识，但相信也有自己的不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教学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本文就笔者三十年小学语文教学生涯的一些

体会与感悟作了相关分析，以期各位同仁进行交流，如有不足，望指正以求共同进步。

耳边常常有一句活激励或者是鞭策着我们老师们：没有

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学生的老师。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是尽最大努力，终有收获，但每一个孩子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能力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千篇一律都要孩子的文化成绩，只

拿分数评价学生或评价教师教学能力是不可取的，真正要提

高教学能力，我认为需做好以下几点：

一、严格按照课程标准施教

不要擅意拔高或者降低课程标准要求，“教师用书”“新

课程标准”其实就是我们教育教学的指挥棒，但在教学实践

中，我发现老师们拔高要求的现象比较普遍，降低要求的比

较少。比如说五年级要求掌握 180 个一类生字和 200 个二类

生字。但我们有老师要求学生把教材中出现的二类生字都抄

写，都认识，甚至像一类生字一样完成。又比如六年级上册

有精读课文 18 篇，略读课文 9 篇。精读课文就要求把握主要

内容，体会思想感情，领悟表达方式。略读课文就只要求粗

知文章大意，大体理解内容。但我们很多老师把略读课文当

成精读课文讲。这是教师崇高的师德产生的一种现象，作为

一名负责任的老师，总想学生能多学一点，总想把自己的知

识都能够教给学生。这样的弊端我认为就是违反了循序渐进

的教学原则，没有做到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教学规律，然

而这样导致学生所学知识掌握不踏实，更不用说转化为能力

了；同时我们老师有拖堂的现象？我们累的是汗流浃背，学

生不一定有收获，还把良好的学习习惯搞乱；期末考试小学

三年级就开始答机读卡，题型与高考大相径庭，个人认为这

有些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家重了孩子的学习负担。所以说

今天全国轰轰烈烈的中小学教学改革，就是还给孩子快乐的

童年，健康的学习环境，真正让孩子“学有所长，身心健康，

快乐成长”！

二、认真做到教学“六认真”

学生减负，我们老师就要认真做到教学六认真，及认真

钻研教材、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

差生和了解学生。钻研教材是基础，作为一名老师，自己首

先要把教材吃透。只有自己吃透了教材，掌握了教材的知识

点，掌握了教材单元与单元，篇与篇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

正确施教。而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切不可孤立地钻研一篇教

材，而忽略了教材的体系。认真备课是前提，只有认真备了

课，备好了课，才能上好课。可我们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抄

教参的多，抄备课参考的多，往往自己的东西少。认真上课

是关键。只要认真备了课，上课就简单多了，这样教学也就

会非常流畅。认真批改作业和辅导差生是教学效果和提高教

学质量的有效手段。批改了作业才知道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

学习困难生是拖全班分数的人，甚至影响整个班级的班风和

学风，只要他们各方面都进步，整个班级才能更上一层。

三、有明确教学目标，或教学目的

在教学实践中，我发现上课容易产生面面俱到，而且教

学目的不明确。一堂课，从识字讲到分段，再从概括主要内

容讲到提炼中心思想，还要归纳写作特点……这样做，学生

好像什么都学了，但什么都没有学到，知识，没有内化为学

生的能力，学生学了就忘了。如果一节课目标明确，并反复

练习，哪怕学生就学到一点，只有学生掌握了这一点，变成

了学生自己的东西，转化成了能力，你说，比起一节课啥子

都讲，哪个好？如，这节课，我们重点教分段，就按时间分，

按地点分，按事情发展的先后分，按事物性质归类分等等。

如果每节课我们都这样做，学生的能力自然就培养了。

四、重视学习兴趣的培养。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名

优秀的教师，会把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贯穿整个教育始终。要

体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教师的主导地位就必须

要重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怎样培养？简单地说，就是

要善于把难的变成易的，把繁的变成简的，把恨的变成爱的。

如文言文学生普遍都不太喜欢，有点怕。这就会影响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生为什么不喜欢？为什么怕？意思不好懂，不

好读（读起来嗝嗝巴巴），生活环境的影响等。我们如何让文

言文好懂好读，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学生的学习兴趣就

会大大提高。我以六年级上册《书戴嵩画牛》为例：先让学

生回忆小时候的故事戴嵩画牛，儿时故事，一下揭发了孩子

的兴趣，再出示文言文，根据已知的故事读，刚开始学生读

的不是很流畅，但兴趣很浓，然后我指导断句读，学生很快

读顺口了，理解意思也方便多了。想信学生下次再学文言文，

兴趣就大了。慢慢地，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就培养起来了。

五、精心设计课堂提问

过去上课，都是老师讲，学生听，现在给这种教学方法

叫作“填鸭式”。专家们说这种教学方法不适应当今教育教

学，现在提倡素质教育，提倡启发式教学，这就要求我们教

者务必精心设计好课堂提问。课堂提问的设计，要有利于把

学生的思维带入思考的境地，有利于完成教学目的，不要问

一些不用思考就能回答的，像“是不是”啊，“对不对”啊，

等等。比如 在教学《卖火柴的小女孩》时，老教材这篇文章

是六年级教材，现在新教材是三年级孩子，问题的设计就要

简单些，给些提示：大年夜小女孩为什么在街上？她一共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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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次火柴？每次擦火柴都幻象到什么 ?（温暖的火炉、喷

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慈祥的奶奶），答案直接在课文中

找到，由浅入深。这四个幻象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小女孩

结果怎么样？让学生再带着这几个问题去思考去阅读，整篇

童话的脉络和主要内容就清晰了。如果再深挖，小女孩为什

么会有这样悲惨的命运？主题思想就提炼出来了。安徒生还

有很多精彩的童话作品，你想不想知道？拓展延伸学习也达

到了。

六、作文教学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重点，也是难点，教师也感教

学难，学生感到学习运用难。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全日制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小学阶段作文的要求是： （1）懂

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2）养成留心观察周围

事物的习惯，有意识的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

受，积累习作素材。（3）能写简单的纪实作文和想象作文，

内容具体，情感真实。能根据习作内容表达的需要，分段叙

述。（4）能写读书笔记和常见应用文。（5）能根据表达需要，

使用常用的标点符号。（6）修改自己的习作，并主动与他人

修改。做到语句通顺行款正确，书写规范，整洁。（7）课内

习作每学年 16 次。40 分钟能完成不少于 400 字的习作。 把
以上的七点总结起来不外乎就是：a. 目的就是自我表达和与

人交流；b. 留心观察积累素材；c. 能写纪实作文想象作文，

读书笔记和常见应用文。d. 做到内容具体，情感真实，分段

叙述，语句通顺，书写规范，字数在 400 字以上。在教学实

践中，往往是老师把作文的要求说了，就喊学生写，而且字

数还远高于 400 字。然后就让学生写，学生就眼睁睁地看着

老师，或者故作思考状咬笔头，其实，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我认为作文少不了平时词句的积累，否则无话可说，没内容

写。然后根据本次写作要求，先叫学生准备两篇作文，一篇

写人，一篇记事，再准备一篇读书笔记，再准备应用文（通

知，请假条，留言条，书信，申请书等要特别注意格式），通

过不断的练习，慢慢的学生就会喜欢作文课了。

七、交给学生学习方法

交给学生学习方法是教学目的的重中之重。只有让学生

掌握了学习方法，学生才能不断的获得新知，才能扩展学生

知识面。“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一般是以精读课文教

给学生学习方法，略读课文练习方法，自读课文是用方法来

培养学生学习方法的，最终运用方法。如，在教学六年级上

“竹节人”时，1、理解有目的的阅读；2，明确任务，；3、
阅读方法（总结出学习的方法），在学习“宇宙生命之命”这

一课是让学生练习学习方法，在学习“故宫博物院”时用方

法。这样多循环几次，慢慢地，学生就掌握了学习方法。然

而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放心，担心学生学不好，面面俱到，

学生反而一团浆糊。

以上所言，是我一己之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还望

诸位同仁多提宝贵意见。教有法，又无法，教法无边，每位

老师，各有各的刀路，只要能收到好的效果就是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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