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2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叶 美 版面设计：朱骋远 新闻热线 2151666

07教研·校园

从兴趣到习惯，从习惯到情感，小学生阅读素养的提

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家知道，晨诵、午读、暮省

是小学语文高效阅读的三部曲，为学生搭建良好的语文

阅读平台，推动语文阅读综合质量的提升，笔者觉得是当

前语文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举措。

让阅读“三部曲”引领课堂

阅读是学生接触世界、吸收信息的必要渠道，通过

阅读，学生能够积极从外界获取更多的素材，满足不同

年级段学生的需求。

晨诵、午读、暮省三部曲，将语文阅读三部曲渗透到

学生学习、生活过程中的碎片环节，有效带动学生语文阅

读兴趣的提升、阅读习惯的养成以及阅读综合水平的提

升与发展。因此如何借助晨诵、午读、暮省三个环节，开

展多样化的小学语文阅读活动，搭建学生语文阅读平台，

成为当前语文阅读课堂开展的主要任务。

研究“三部曲”的实施策略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提高了对小学生阅读

量的要求，而小学阶段单纯依靠学生课堂阅读则是远远

达不到课标要求的，特别是随着年级段的提升，学生的

阅读需求量不断增加，更加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正确的阅

读方向和方法。

1、晨诵——以“读”唤“趣”

晨诵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早晨诵读的活动，俗话说一

日之际在于晨，早晨的时间非常宝贵，如何合理利用、如

何合理安排内容，是晨诵的关键。

那么每天晨诵的内容是什么呢？晨诵的目的又是什

么呢？现阶段晨诵的目的不再是要求学生背诵，更多的

是通过晨诵来激发学生对于祖国传统文化、对于母语内

涵的一种体验，以此来激发学生的诵读、阅读兴趣。

从低年级开始，提倡孩子们每天早晨诵读 10-15 分

钟，8 分钟阅读教材内容、7 分钟阅读衔接内容，15 分钟

看似时间很短，但是日积月累，学生们从每天十几分钟

的诵读中，便收获了阅读的兴趣。老师还可以推荐一些

适合孩子阅读的绘本，或者推荐一些带拼音的课外读

本，让孩子们能够将课内、课外的内容融合起来，在诵读

的同时接受精神文化的熏陶。

2、午读——以“恒”养“习”

晨诵如能唤趣，午读则能养习。小学生中午休息的

时间比较长，可以安排一些自由阅读时间，通过午读来

拓展学生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

午读有多重方式，结合小学生的学习兴趣爱好，可以

选择“共读一本书”的方式，选择一本学生都比较喜欢的

读本，然后通过问题、思维导图的引领，带领孩子们一周

或者两周的时间共读一本书；以《慢慢长大的糖》为例，教

师首先根据学生当前的识字能力、阅读能力等因素，设定

每日共同的内容、目标，然后预计完成时间，学生分享形

式等等。让学生通过思维导图或者思维表达的方式，将

共读一本书过程中的收获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最重要

的是，通过午读活动的开展，学生们逐渐养成了勤于阅

读、善于阅读、敢于质疑、乐于探索的良好阅读习惯，为后

续阅读活动以及语文学科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暮省——以“笔”提“情”

暮省是一日阅读的收尾阶段，也是学生反思日常生

活的方式之一。一天的生活结束，用随笔和日记的方式

记录自己一天的收获，反思自己一天中有哪些可以提升

之处。以读促写、以写促读、读写结合的方式，让更多的

学生能够将阅读所感、所悟通过“写”的方式表现出来。

通过暮省的方式，将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活动下意识

地结合起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综合效果，同时也

能够激发学生的阅读情感，从笔尖流露出自己对于阅读

的感受。

总之，合理利用晨诵、午读、暮省三部曲，不仅能突

破课堂、教材对小学生阅读的束缚，还能为学生搭建更

加多样化的阅读平台，为后续的语文学科乃至整个学习

生涯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浅谈小学语文阅读“三部曲”的实施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梁倩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音乐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

正在逐步完善，为了让所有学生能够体验音乐，欣赏艺

术，充分提高综合素质，促进身心发展，教师应明确教学

目标，基于创新的角度下，探索出有效教学方法，提高小

学阶段的音乐教学质量。

信息化教学，丰富课堂形式

小学低年级尤其是一年级的学生正处于从幼小衔

接期，其认知思想是活泼、发散的，教师如果强迫性地命

令学生做某事，只会降低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在传统的

音乐欣赏教育中，教师只能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给学生

播放普通歌曲，而在信息化的多媒体教育环境中，教师

不仅可以播放音乐，还可以播放视频和展示图片，为学

生呈现生动的画面，丰富课堂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提高教学效率。

多媒体音乐教学法可以克服学生音乐学习的难点，

节省教师讲课时间，提高教学质量，帮助学生感受歌曲中

的情感，提高其音乐鉴赏能力。例如，教师在教导学生学

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先让学生知道这首歌

的创作背景，帮助学生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意义，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可以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视频，让学生了解抗

战历史，让他们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这样能够有

效地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学生在唱歌的过程中专注于

歌曲，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自身的水准。

了解学生的兴趣，跟进时代教学

目前，音乐教育的教材主要是关于古典音乐、民族音

乐，这些音乐从严格上来讲并不讨学生喜欢。音乐能够

体现不同时代人的特征、精神内涵和审美取向，学生喜爱

的音乐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教师在教育中要实事

求是地了解学生的需求，遵循学生的身心规律，从学生的

兴趣点切入教学，振兴课堂，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认识到音乐教学应适合时

代的节奏，其内容要能够与学生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相

融合，能够满足当今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审美需求。音乐

教师应在保证教学目标的前提下，将流行音乐引入课堂，

弥补教材不足，有效激发学生兴趣。例如，现在小学低年

级的学生喜欢看《大耳朵图图》《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动

画片，教师就可以在完成教学内容后，教导学生唱相关动

画的主题曲。这些歌曲不仅受欢迎，还能使学生与音乐

产生高度的情感共鸣。

提高课堂参与度，加强核心素养的培养

提高课堂参与度是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形式，学生

要想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提升，就必须深入课堂。小学音

乐教育应该组织足够的活动来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让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实现教育目标。合唱是一

种集体合作的音乐形式，在小学音乐课上以合唱音乐的

形式进行音乐教育，能让孩子在身心发展的同时体验音

乐之美，让学生有更好参与感和集体荣誉感。

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可以采用班级合唱的形式开

展教学。如学唱国歌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一起合唱，这首歌气势高昂，有一种积极向上的

旋律，是最适合学生合唱的歌曲，学生们通过合唱，才能

展现出这首歌激昂的风格，彰显出中华民族的顽强斗志

与不怕输的精神。

总而言之，在素质教育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音乐教

育作为小学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其教育质量不仅影响

到学生的音乐水平，而且影响到了学生的全面素质发

展。因此，教师必须使用相对新颖的教学方法，优化音

乐教学，尝试创新音乐教学策略，增强音乐对学生的吸

引力，让教学课堂高效化，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创新角度下小学音乐教学的实践探索
丽水市文元学校（小学部） 杨珣

小学低段语文识字教学的现状普遍存在识

字教学形式单一、反复乏味、效率低下等弊端，

课堂上教师基本是“一份课件一支粉笔一本

书”，学生是“读了写，写了听”，如此反复，学生

学习效率仍然不高，教师发愁甚至发火，如此循

环，师生在课堂上毫无乐趣可言。难道小学低

段的识字课就真的无法可施了吗？我曾有幸听

取了特级教师黄亢美的讲座《语文教学要把根

留住》，他深入剖析每一个文字的内涵，让识字

课妙趣横生，小朋友们激动不已，这也引起我诸

多思考，姑且将之称为文字内涵分析教学法。

1、文字内涵分析教学法的魅力

举一个例子，有教师上课时问道：“小朋友，

‘尘’是什么结构啊？”小朋友回答：“上下结构，上

面是‘小’下面是‘土’。”“小朋友真棒！”教师即

时表扬道。这样表扬及时，或许在第一次也能让

小朋友激动高兴，但这样的表扬多了之后或许就

慢慢“贬值”了，因为这样的表扬缺乏深入的分

析，不能让人感受到对分析能力的肯定，受表演

者也就很难持续地感受到被表扬的兴奋。

倘若在“尘”字的教学上引导学生对“小”

和“土”的组合理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老师可以这样问，“小朋友，我们开动脑筋想一

想，为什么‘尘’是‘小’和‘土’组成的呢？”“因

为很小很小的土很轻，可以在空中飞舞，就是

‘尘’了。”“好聪明的小朋友啊，都会从大自然

中找答案了。”这样的表扬或许更具体一些，当

然也就不会因次数的增加而变色了。

2、文字内涵分析教学法的基本方法

独体字可用追本溯源法教学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独特字都是象形字、

会意字或指事字，这些概念不一定要求小学低

段的学生掌握，但其意义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识

字教学上，在运用这一方法教学时，我们可遵

循“具体实物图——抽象线条图——图形文字

——现代用字”的渐进式原则，这也就是最初

汉字形成的过程吧。

比如教授“山”，我们可以选一幅有三个山

峰的图片，然后用粉笔画出三个山峰的轮廓，

再将曲线条的笔画进一步抽象为直线条的山

峰，告诉学生这就是我们祖先发明“山”字的过

程，帮助学生理解“山”的意义。

非独体字我们可以从偏旁入手，举一反三

形声字无疑是汉字的大家族，如果让学生

懂得了形声字的构字原理，举一反三，无疑给

了学生一把识字的金钥匙。

形声字我们要重点讲特殊的偏旁，比如

“月”“王”等。如“月”字，其实做偏旁时很少与

“月”有关，而是与“肉”有关，我们可以称之为

“ 肉 字 旁 ”。 如“ 腿 ”，意 义 从“ 月 ”其 实 就 是

“肉”，声音从“退”。亦如“脖”“胳”“膊”“腰”

“臀”等，里面的“月”都与“肉”相关，学生知道

了这一道理就能举一反三了。

通过外形拆解意义组合来分析汉字

很多字，可以通过外形拆解意义组合来帮助

学生理解，如“愧”，外形上可以拆分为“心”和

“鬼”，意义上可理解为：一个人心中有“鬼”就会惭

“愧”，我们要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又如“敏”，外

形上可拆分为“每”和“文”，内容与“敏”又有何关

系呢？我们可以告诉学生：“敏”锐的思维需要我

们努力学习，“每”天读“文”的人思维一定“敏”

捷。这样教授汉字不仅能让学生对汉字加深理

解，对学生思维的训练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采用相关

的教学策略，开发汉字字理的功能，利用生活和

社会中丰富的教育资源，构建情趣课堂，创造性

地开展各类活动，引导学生自主识字，提高自主

识字能力，让孩子们在兴趣中学习成长。

低段小学生识字方法
的实践与探究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周柳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