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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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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正确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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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作者谋篇布局的方法，学习作者遣词造句的方

式，积累规范的言语表达形式，并加以迁移灵活运

用。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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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遍在“言意”间来回徜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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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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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讨论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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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妙的构段方式，奇妙的

押韵句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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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与

“意”中赢个满堂红。

如，教学《乡下人家》第 3自然段——鸡，乡下

人家照例是要养几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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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狗，乡下人家照例是要养几条的。它们

白天吃饱了到处溜达，东闻闻，西看看，十分悠闲

自在。到了晚上，就在家里看门，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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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的目的不同，表达的方法不同，语言的特色不

同，但这些“不同”中，却可以归纳出许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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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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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笋似的层

层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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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历史专题教学策略，成为当下小学道德

与法治教师的重要任务。教师在教学活动结束后

反思这堂课，学生的参与和体验是否到位？学生

对历史题材的内容是否熟悉？如何实现红色文化

课程资源的德育转化，如何增强道德与法治课堂

说服力、感染力呢？

笔者借小学《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下册《中国有

了共产党》一课为例，尝试立足教材，挖掘教材中的

红色文化，紧跟时代脉搏，探究历史专题教学策略。

研读教材，精准教学目标

研读教材是有效设计课堂活动的出发点。通

过了解编者意图，确定教学目标，理清课文结构关

系等研读方法，并结合本班学生实际情况确立教

学目标。

1. 结合时政主题，做细目标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

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

国行稳支援的巍巍巨轮。”推进党史教育的学习，

融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成为了当下教师的重要

任务。我选取了第一课时“开天辟地的大事”。教

材正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

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尤其强调了马克思

主义传播的意义。并通过阅读角介绍五四运动、

讲述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故事，强调五四运动的重

要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意义，歌颂了

革命烈士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五四青年的爱国

情怀。

2. 结合学生学情，做好栏目分析

五年级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五四运动有一定了解，但是对相关概念及

具体史实并不清楚。为了让学生能更深地了解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五四运动，认识中国共

产党成立的意义，教材中设置了不同类型的栏目，

如“活动园”“交流园”“阅读角”等，不同的栏目指

向不同的活动形式。教师务必要做好栏目分析，

了解教学倡导的活动方式。从而达到感受共产党

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这一教学目标。

实践活动，深化道德行为

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对党的历史有更深入

的了解，让红色的种子在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让

红色文化能够真正入耳、入心，培育新时代社会主

义的接班人。

陶行知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强调“做、学、

教三者合一”。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真正运用到

生活中去，体现知识的实效性。在教《中国有了共

产党》第三课时，重走长征路，体会红军不畏艰险

的长征精神。孩子们组成红色宣讲团，有些孩子

上讲台给大家讲四渡赤水，红军把敌人搞得晕头

转向的故事；有些学生讲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并带

来视频；还有的学生朗诵《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诗

篇。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对长征路上的艰险有了

更深的认识。通过学生了解的事例，学生对长征

精神的感悟更深。执教本课结尾时，我给孩子们

布置了课后实践作业：完成“建党百年，共筑中国

梦”的主题绘画和诗歌作品，并将同学们的作品粘

贴在教室的善思榜上，将红色文化深入学生内心。

设计与学生息息相关的生活情境，使其对该

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增强了道德与法治课

的实效性。

总之，《道德与法治》课程要以学生的生活经

验为底色，帮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党和国家艰辛

的发展历程，带领学生走进德育的天地。把党史

知识作为学校道德与法治课的重要内容，让学生

了解党、热爱党、跟党走，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

大，增强爱党爱国的情感。在实践中，笔者欣喜地

发现学生感念先辈们的付出和奉献，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还积极在课后活动中加以

实践运用，学生的核心素养、道德品质和法治素养

自然也得到了不断提升。

根植红色基因 探究历史专题教学策略
——以《中国有了共产党》为例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大洋路校区 叶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