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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课堂作业是学生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

节。如何提高课堂练习效率，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

担，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练习时，精心设计练习内容，

以求做到目标准确、恰当，练习精准高效，这也是“双

减”政策下每个老师常抓的课题。

笔者以为，除了精心设计练习外，在教学中找准练

习的最佳时机，合理选取切入点，该出手时就出手，让

课堂练习紧扣教学内容，做到学练结合，形成能力，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新授知识要投石探路

投石可以探路，在新授知识之前，适时地进行练

习，能了解孩子的学习起点，从而展开基于起点的有

效教学。让练习发挥“投石探路”的作用，使我们的教

学有的放矢。

例如：四年级上册《观潮》第二课时，为了了解学

生上节课词语积累的情况以及回顾第一课时的内容，

可以出示以下练习：

《观潮》主要描写了被人们称为（ ）的浙江钱塘江

大潮的（ ）的景象。课文先写了潮来前江面（ ），人

们焦急盼望的情景，再写潮来时那（ ）的景象，最后

写潮过后（ ）。

学生在练习中，不仅复习了上节课的内容，巩固了

四字词语，同时让我们明确孩子们的第二课时学习的

起点，从而使后面的教学有效推进。课堂练习有助于

课堂教学，它的“投石探路”还可以促使各个环节的调

整推进。从练习的诊断中，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学习的

情况，为确定下一个教学步骤提供依据，有效调整课

堂教学。

练习巩固要趁热打铁

在课堂中，如果能结合理解课文重难点、掌握学习

方法、培养思维能力等时机，“趁热打铁”，就是在练习

中巩固积累语言，在练习中理解运用语言，在练习中

形成语言表现能力。讲练结合式的课堂练习，能让语

言训练落到实处，使巩固知识、形成能力更有效。

如笔者在教学三年级下册《火烧云》一课，当学习

“火烧云颜色变化多”时，抓住课文中“这些颜色天空

都有”，引导学生说说都有哪些颜色？并让学生读读

颜色的词，说说发现了什么？并分分类。接着让学生

学着课文中表示颜色的词语来写词，最后把这些词代

入文中，读出自己心中的火烧云。这样的练习，使得

学生对于火烧云颜色的表达，从发现感受到运用，也

从中感受到了火烧云色彩的绚烂缤纷。

把握好时机推波助澜

一节课下来，在巩固总结环节安排练习，能让学生

及时地巩固新知识，拓展学生的思维，又能检测教学

效果。所以，把握好课堂练习的时机，它既能成为检

查学生掌握知识的尺码，又能成为教师教学效果的反

馈板，更能成为学生语言学习成长的助推剂，发挥“推

波助澜”的效果。

例如，教学四年级上册《蝙蝠与雷达》一课时，教

师设计了这样的练习：

1.人们从蝙蝠得到了启示，发明了（ ），用它来（ ）。

2.我还知道（ ）的发明，用它来（ ），是从（ ）得

到的启示。

3.我觉得还可以从（ ）得到启示，来发明（ ），用

它来（ ）。

这是一道“做不完”的开放题，在练习中，我们不

仅了解了学生学习的效果，同时引导学生总结了课

文，拓展了思维，使得学生时刻处于“大语文”的学习

状态，信息处理能力也得到了有效提高。

课堂练习是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阅读教

学要走出“高耗低能”“多劳少得”的死胡同，使学生的

语文素养在语文实践、操练中不断提升。

精准练习 有效提升语文课堂教学
莲都区囿山小学教育集团囿山校区 廖云香

语文教学就是要眼中有“内容”，心中有“形

式”，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才能“言意双丰”。

那么，什么是言意双丰呢？笔者认为就是

“既得意又得言”。“得意”主要指通过朗读、品味

等形式披文入情，感受故事情节，感悟人物形象，

体会故事主旨。“得言”主要指在教学中，引导学

生学习作者布局谋篇，学习作者遣词造句，积累

规范的语言表达形式，并加以迁移，灵活运用。

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在课文的

哪些词语、句子、段落中，存在着“言意兼得，言意

双丰”的教学点。

抓“玄妙处”的语言现象
实现“言意双丰”

有些文本的语言看似普通，却暗藏着作者谋

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匠心，这往往就是文本的“玄

妙”所在。这样的语言，如果师生一同反复研读，

就会给学生带来独特的阅读惊喜与体验，实现阅

读创造。

如，教学《落花生》第一自然段中的“播种”的

“种”，很多学生会读成第四声，引导学生读读前

后几个词语，发现这四个词语都是动宾结构，自

然就明白了“播种”是“播”下“种子”的意思。其

次，这四个词语之间为什么不用顿号而用逗号隔

开？引导学生结合平时种花草的生活经验，很快

就明白“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每一件事都

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用逗号比用顿号更合适。

此外，引导讨论作者为什么不一一展开写，而是

用短短的八个字概括呢？学生通过讨论明白，文

章的重点是“议花生”要详细写，而“种花生”内容

不重要，要简略写，写文章就要详略得当，不能面

面俱到。

抓“独特化”的语言现象
实现“言意双丰”

独特化的语言现象就是学生不熟悉的、不常

见的，对于他们而言很独特的表达方式。可能是

一些独特的没见过的句式，精妙的没想到的构段

方式，奇妙的合辙押韵的句法等。所以这就需要

教师对语言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一旦发现有价值

的“独特化”语言现象，就要带领学生驻足反复咀

嚼品味。

如，教学《乡下人家》第 3自然段时，我出示句

子：乡下人家照例是要养几只鸡的。让学生对比

读两句话，发现第一句话把主语“鸡”提到句子前

面，起到了强调的作用。再出示“（ ），乡下人家

照例是要养（ ）的。”的句式让学生仿着说一

说。学生们马上妙语连珠。

抓“规律性”的语言现象
实现“言意兼得”

每一篇入选教材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是

学生习得规范语言的范例。虽然每一篇文章作

者写作目的不同，表达方法不同，语言特色不同，

但这些“不同”中，却可以归纳出许多“共同”。这

些“共同”就是我们要让学生真正学会正确运用

语言文字的方法。

如，教学《假如没有灰尘》一课的第四五六段

时，我紧紧抓住文章“规律性”的语言现象展开教

学，引导学生在品读中得意得言。这一部分“规

律性”的语言现象有：1. 三个自然段在介绍灰尘

时都运用了先写特点再写作用的方法，结构清

晰。2. 中心句都出现在每一自然段的最后一句，

都运用“假如没有灰尘⋯⋯”这样的句式，充满了

节奏感。3. 在介绍灰尘的四个作用时，前两个作

用单独成段，后两个作用合并成段，层次分明、富

于变化。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与学生要紧紧抓住“玄

妙处”“独特化”“规律性”等语言现象，在剥笋似

的层层解读中，将作者炼句的方法，构段的方式，

谋篇的策略，布局的特点徐徐展开，让学生在

“言”与“意”的田野中，实实在在地播种与收获，

真正有所感、所悟、所得，实现“言”与“意”的双丰

收。在阅读教学中，高质量地实现言意双丰，就

是我们语文人寤寐求之的。

言意双丰
寤寐求之
莲都区城北小学 周建梅

让一年级的孩子写话，太难了！不论是家长还是

语文老师，对此都深有感触。不过，只要指导得法，家

长和老师用心，并持之以恒，也可以让一年级的写话

变得轻松。

夯实基础，备而无患

一年级孩子的写话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写

话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说话的训练，拼音、汉字的书

写，词句的积累等等。因此，自孩子进入一年级那刻

起，我们就要夯实基础，备而无患。

1.注重说话的训练与指导。从孩子走进一年级的

第一天起，每一位语文老师就会时时处处提醒孩子，

指导孩子把话说完整，把意思说清楚，注重语言表达

的规范性。拼音教学时看图说话、识字、课文教学中

的阅读理解，以及口语交际、语文园地的学习，都会始

终如一地关注并训练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指导说话既融于日常教学，也融于

家庭教育，家校同步，更利于潜移默化地提升孩子说

话的能力。

2. 做好拼音、汉字书写的准备。一年级孩子写话

的最大特点就是“拼音加汉字”，因此，必须等他们有

了“硬件”的准备之后才能开始。学完汉语拼音之后

采用“听写”的形式，每天用拼音写几个字或词语，孩

子拼写汉语拼音的能力会逐渐提高。至于汉字的书

写，重在平时加强汉字书写的识记和巩固，没了“这个

字不会写”的障碍，孩子写话也更有信心，更有兴趣。

3.增加词句的积累。孩子不会写话，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是“肚中无货，奈何词穷”，这就需要平时的积累。

课堂上，在识字中丰富词汇积累，如扩词训练；在课文理

解中感受、理解词语；在朗读和背诵、复述课文中积累、

体验、培养语感。久而久之，这些书面的语言就会自然

而然地进入口语表达之中，进入孩子的写话之中。

除了课内的积累，课外的阅读更是孩子积累语言

的绝佳途径。老师、家长都应该把孩子的学习从一本

教材引向更广阔的学习空间，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

书，体味好词佳句，享受读书的乐趣。

扎实训练，有法可循

准备到位后，要的就是扎实有效的训练。

1. 句式训练。开始写话以后，我们会发现孩子会

说，甚至说得挺好，一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标点符

号乱点，语句不通，写出来的语句，你得猜着读。怎么

破？做好两件事：句子的构建，标点符号的运用。不

会写句子就从读基本句式的句子开始，然后学着写基

本句式，如“谁干什么”“谁在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

谁在哪里干什么”。标点符号的运用靠的也是多多练

习，在各种形式的练习中，慢慢学会正确运用。

2. 仿说仿写。模仿是孩子们最擅长做的事。指导

写话时，课文中一些经典的、优美的语句，就是孩子模

仿的榜样。比如一上课文《四季》这一课，仿说仿写的

点就很多，可以仿句式“荷叶圆圆”，如“湖水清清”“桃

花艳艳”，也可以提高要求，仿说一节。这一点，统编

版语文《课堂作业本》也是做得极好的。

3. 每日一句。写从练中来，孩子们的写话不是一

天就学会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写话的训练也要

坚持不懈。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进行“每日一句”的训

练。有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无话可写，那我们可以每天

提供两个选择：一是自己决定写什么，二是老师或家

长提供句式，看图写一句话，或者联系当天的生活写

一句话。有选择，有层次，难度也不大，更能让孩子们

会写，不怕写。

以上只是个人一些粗浅的想法和实践。写话指导

的道路有千万条，但条条道路最终通向的都是孩子爱

写话、会写话、能写好话的目标。做一个有心人，孩子

的写话一定不是问题。

轻松起步 让写话不再是难题
——浅谈一年级写话起步指导策略

莲都区刘英小学 江苏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