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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语文教学是

我们的母语教学，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小学语文

课程标准》也指出：“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情操和

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

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那么，作为一名

小学语文教师，最应该思考的就是如何在小学语

文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以下是笔者的一

些教学实践感悟。

练能——培养思考和创新能力

“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

唤醒和鼓舞。”语文课，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还应

注重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和创新思维的发

展。老师需要在课堂上给学生无数的生长点，设

置令人入迷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

索欲望，为学生自主创新思维创设良好的环境。

如《司马光砸缸》，讲完故事后学生都知道砸

了缸就能救人，可是现实生活中还会有铁缸、铜

缸等砸不坏的缸，那又怎么救呢？所以我又让学

生开动脑筋，进行思维的碰撞，学会创新。当时，

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终于结合现有的条件分

析，他们得出了新方法：和小伙伴一起将缸推

倒。所以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局限于文本内

容，要适时变换，学生的创新能力，才能得以生

长。

养德——树立向美向善风向标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要学会潜

移默化、循循诱导，进而引导学生开启德育的大

门。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深入钻研、精心

地思考，挖掘教材中每个单元、每篇文章的德育

因素，设计特定的主题搭配特定的文章，进而对

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德育教育。

围绕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学生会陆续接

触《念奴娇·赤壁怀古》《饮湖上初晴后雨》《水调

歌头》等经典作品。仔细阅读品悟，就会发现，苏

轼的作品中不仅写出了他的人生境遇，更活化出

令人叹服的人生态度和宽阔的胸襟。他用自己

的经历和态度告诉我们，阳光总在风雨后，身处

逆境时不要气馁、顺境时不要骄傲，困难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不能战胜自我。

人生如此的艰难困苦，苏轼尚且志存高远，

向往未来。反观我们自己呢？为教学内容，教师

就可以非常自然地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培养学

生不惧困难、战胜挫折、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人

生态度。

促行——塑造学生健全人格

小学语文中的德育教学，要在学生心中落

地生根，要真正学以致用，教师需利用语文学科

中的实践活动，以活动、小练笔进行助推，例如

语文的写作、诵读、辩论等比赛，不仅能激发学

生的竞争意识，也能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

还能让学生通过这些活动感受到语文的趣味和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

学生以体验方式将德育能力带入生活，传达积

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培养健全人格。在课文

《父爱之舟》的教学中，教师需要抓住情感的刺

激，让学生在共情中反省自己的行为，做一个有

孝心的孩子。

总之，小学语文教师要在语文教学中加强学

生的德育教育，不仅需要教师潜心研究教材、还

需要教师静心思考教学中对“德”的把握。教师

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就要抓住每一个

教学点滴，例如写作教学、阅读教学、识字教学等

各个教学环节，以此为载体逐渐渗透德育教育，

不仅要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掌握知识，还要让学生

懂得人生哲理，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莲都区老竹民族学校 戴巧玲

对于大多农村孩子来说，写作文是最可怕的事；同样对

于教师而言，习作教学也许是最头疼的事。尽管教师在指

导的时候有板有眼，从选题一直到开头结尾，语言车载船

装，但学生作文依然是干巴巴的，让人沮丧。看到这些习

作，仿佛面对一潭死水，怎么也透视不到学生那朝气蓬勃的

样子。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喜欢写作呢？怎么样才能把作文

写好呢？以下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使用的一些方法。

唤起学生对写作的兴趣

巧拟题目，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是作文教

学成功的前提。“只有从心底流出的命题，儿童才会以极大

的兴趣对待它。”叶圣陶先生的这句话，道出了作文命题的

真谛。小学生年龄小，思维、语言正在发展中，对周围人、

事、景物的认识不够。因而作文题目要简明扼要，通俗易

懂，要做到新、小、巧、活。找准生活的耀眼点、事件的新奇

点、景物的细致点，命题时有针对性，给学生少一点限制，

多一点自由，让学生写作时能自由发挥。如：以“童年趣

事”的命题，可以改为《给雪娃娃洗澡》《种金鱼》等题目。

这样的作文题目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写。或是半

命题作文，给学生有发挥的余地，有想象的空间，让学生自

主作文。

引导模仿，让学生轻松写作

模仿是掌握技能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创新的必由之路，

也是小学生作文起步的台阶。对于初学写作的学生来讲，

教师应向学生提供好的范文引导模仿，让学生在模仿活动

中逐渐消化吸收，成为其作文构思时受到启发的“原型”。

笔者经常以课文为纽带引导学生模仿，如：学习了写景

的课文，就引导学生写自己观察到的景物；学习了写人的课

文，就引导学生写自己熟悉的人；学习了童话故事，让他们

续编、改编甚至自编故事；同时鼓励学生创新，敢于改写课

文。

除了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范文外，我还从课外读物中选

择好的范文让学生“临摹”，或者选择教师的“下水文”或班

上的优秀作文当“范文”。提供多篇范文，启发学生“同中求

异”，找到能切合自身经历的感受点，学立意，学结构。

如写记叙文应按顺序写，写介绍动物的文章要抓外形

特点和生活习性写，这是总体思路，是“死”的东西，应掌握

和运用。再让学生写“放胆文”。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爱怎

么写就怎么写，在活跃文思的同时，在文中找出其“个性”与

“共性”，并与范文对比，再进行训练。

培养孩子平时养成积累的好习惯

要写好作文，平时点滴的积累很重要，平时遇到好词好

句，教师就要进行引导，好在哪里让孩子们抄抄、读读、记

记，并逐步养成一遇到自己认为好的词句就主动去记的好

习惯。除了摘抄好词好句外也可以通过写日记的形式来积

累材料，写日记可以写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例如学校

组织了一次拔河比赛，一次放风筝活动，都可以鼓励学生以

日记的形式把自己的真实情感写出来。

注重对学生的评价

教师的评价对学生十分重要。评价得当，也能激发学

生对写作的热情，因而对学生的文章不能千篇一律，应根据

不同水平的学生给予不同要求的评价。对基础好的学生要

有较高的要求，对基础差的哪怕是用了一个好词、一个佳句

也应该及时表扬。

总之，作文教学不是件容易的事。教无定法，能提高学

生的习作水平的方法都值得学习、借鉴。教师必须在教学

理论中不断探索，在教学实践中获得启发，不断总结经验，

才能对学生有所裨益。

如何提高农村学生
的写作能力

莲都区老竹民族学校 宋君霞

课间的教室里，几个孩子拿着一本书，头挤

在一块兴奋地讨论；放学后的校门口，男孩捧着

一本书坐在绿荫下的长木凳上，一边津津有味地

看着书，一边耐心等着迟来的父母；晚饭后一盏

昏黄的台灯下，小女孩轻轻地翻动手上的书本，

不时微笑着。

与书为伴的一个个画面，是多么迷人的生活

场景啊！

本学期开始“双减”政策正式实施，学生多出

了很多课余时间，这些时间怎么用？如何让阅读

成为学生们生活中的习惯呢？作为老师，我们该

如何引导？

培养学生每天阅读
从营造班级读书氛围做起

每学期充实更新班级图书馆

孩子到了高段，家长对孩子课外阅读的指导

和督促上总不那么尽人意，因此我决定在学校先

尝试培养学生每天看书的习惯。动员每个孩子

为班级图书馆捐赠一本书，也从学校图书馆借一

部分书，放在班级图书馆供全班同学看，那么就

保证了班中学生每人看书的数量和种类。

每天固定看书的时间

每天阅读，关键在于坚持，使学生的阅读习

惯自觉地养成。班里的绝大部分学生都在学校

用午餐，饭后休息时间长，我就将每天中午的自

主学习时间留出二十分钟，让学生进行课外阅

读。要求学生在这个时间里保持极度安静，不走

动，不讲话，天天如此，最后形成学生的自觉行

为。

老师每天陪读的榜样力量

班级中虽然选有班级图书馆馆长进行管理，

但在刚开始时，有部分学生不爱看书，总是开小

差，或者偷偷讲话。老师这时也安静地拿起自己

喜欢的书，坐在教室中，陪他们认真地看书。老

师自己也在一边看书，比扯着嗓子单纯管纪律好

上太多了。

让学生每天阅读
从读书的趣味性做起

感受读书的快乐

很多学生喜欢玩游戏，那是因为游戏让他们

感觉到快乐。那么要想让孩子每天喜欢读书，也

要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快乐。

我们班学生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发现学生在

我讲故事时是最专注的。因此在他们认真完成

每天的看书任务时，我会在班级中给学生讲故

事。讲述的技巧很重要，高段的学生可以给他们

讲讲这本书中的有趣故事，或者开头，吊起他们

的胃口后，就可以让他们有兴趣地看下去了。当

然也要做好读后的讨论，蒋军晶老师曾经说过，

没有讨论的阅读是无趣的。

每周开展班级读书交流竞赛

孩子们的读书感受是需要碰撞的，不仅有平

时课堂上的讨论，每周五中午的自主学习时间进

行读书感受交流竞赛。每次选十位学生，五个学

生当选手另五个学生当评委，评委不但要打分，

也要模仿选秀节目中的评委对选手进行点评。

每周的比赛，同学们会选出最佳选手，其余的同

学还会选出最佳评委。每周老师都会给最佳选

手和最佳评委举行隆重的颁奖礼，还要拍照发到

家长群给予表扬。

个人图书馆的图书漂流

我鼓励学生在家也建一个个人图书馆，保管

自己的书籍，并不断给个人图书馆添新书。时间

长了，许多爱看书的孩子个人图书馆的藏书真的

不容小觑。于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建议小馆长

们把自己收藏的有趣的书放到班级中漂流。比

一比看谁的书漂过更多的同学手中，漂得最远

的，课外书的小馆长得胜。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从小培

养好孩子爱读书的习惯，将使孩子受益终身。我

相信通过坚持，我的学生们会爱上读书，并将让

阅读成为生活中的习惯。

让学生每天阅读爱上阅读
莲都区莲都小学 潘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