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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打字
!

市实验小学 二（
!

）班 周锦枫

今天下午，我跟爸爸在电

脑上学打字。

刚坐在电脑前，我又兴奋又

好奇，迫不及待地就在电脑键盘

上敲了起来。打第一个字“拜”的

时候，我东找西找，找到了B，接着，又找到了a，

最后找到了i，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完了第

一个字。这时，我觉得打字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

简单，都想打退堂鼓了。爸爸说：“别着急，万事开

头难，一定要熟悉字母的位置，掌握正确的方

法。”于是，我用爸爸讲的方法，

把字母的位置看清楚，又继续打

字。字越打越多，我打字的速度

也慢慢变快了，刚开始，一个字

要花5分钟，现在，只要10秒钟

就打好了。看到我进步这么快，爸爸很高兴，我也

很高兴。打完这篇日记，我花了近两个小时。看着

自己打的文章，想起爸爸说的话，“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我一定要做个坚持不懈，不怕困

难，努力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指导老师 吴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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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教学呼唤高效真实的课堂
!

市送桥镇送桥实验小学 朱秀华

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古诗词是我国传

统文化的精粹，优秀古诗词将会改善我们为人做事的

质地，不断加厚和刷新我们的人生底色，提高我们的

文化品位，陶冶我们的道德情操。近几年，大家对古

诗的学习越来越重视，在我们的课本中，每一册都收

录有一定数量的古诗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自

1998年会推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在《义务

教育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也首次附上古诗文推

荐篇目。开展古诗词诵读活动，学生古诗词背诵量的

积累是基础。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中，学生不但要能

背诵古诗词，还要逐字逐句地背诵释义，这样一来，严

重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诵读的过程，如何让

诗歌的教学行之有效呢？

一、读诗，在语言上驻足。学习、鉴赏诗词，我国

古代早有一种流行广泛且公认有效的方法，即“吟

诵”，与今天所称的“朗读”“朗诵”“熟读”“背诵”很相

似，这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出作品的

独特神韵。它对于理解和继承优秀文化，提高阅读和

写作能力，至今仍有积极的作用。“好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这些古语分别从深度和广度上强调

量的积累的重要性：只有熟读，才能自悟其义；只有广

读，博采众家之长，才能下笔如有神。诵读的过程，实

际上是心、口、眼、耳综合运用学习、思考的过程。思

考比较多了，想象能力也会随之增强。

诵读是对小学生古诗词启蒙教育最基本、最常

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古诗有着语言的音乐美。如李

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诗中一、二、四句的“光”“霜”“乡”

押韵，但句内平仄交错，句间平仄相对，充分显示出语

言的音韵美。古诗的节奏五言诗与七言诗也截然不

同，五言诗如李贺的《马》：“大漠／沙／如雪，燕山／

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七言

诗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

舟／已过／万重／山。”节奏划分各不相同，古诗的

语言就显示出一种疏密相间、缓急交替、整齐匀称的

节奏美。

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反复诵读，体会出古诗词的

音乐美、节奏美，然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自己动手通

过查阅资料弄懂诗中的词义、句意，正确理解诗的内

容和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最后指导他们反复吟诵，

进一步感受古诗的语言美。

二、悟诗，在意境里徜徉。诗歌与画能够相通，因

为两者有某些共同的审美特性，如诗与画都具有色彩

美、结构美、韵律美、意境美，等等。因此，唐宋许多著

名诗人的诗句，常常被后人选作绘画的题材。从小学

教材中所选的古诗看，其中不少堪称“诗中有画”的

名篇。如杨万里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

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诗人着眼于

小池，抓住泉眼、树阴、小荷、蜻

蜓等景物的特点，用清新活泼

的语言，描绘了一幅静谧、温

馨而富于生机的“泉池小荷”图。杜甫的《绝句》：“两个

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

泊东吴万里船。”全诗一句一景，合起来则宛如一幅浑

然一体的画卷。其中对景物色彩的描绘有鹂之“黄”、

柳之“翠”、鹭之“白”、天之“青”、雪之“白”，还有暗含

诗中的江之蓝、船之褐等。这些色彩绚丽的景物，远

近高低相映成趣，真是一派春和景明、令人赏心悦目

的景象。

诗人往往将自己的感情、愿望寄托在所描写的客

观事物之中，使自然事物好像也有了人的感情，从而

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事物的情感是随着人的

情感变化而变化的。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家残破，在

诗人眼中，连盛开的花儿也会落泪，鸟儿的鸣啭也令

诗人心悸。可见战争之乱给诗人带来的伤害是巨大

的。这两句诗情景交融，意在言外，构成了风韵天成、

含而不露的独特的意境美。

中华古诗词艺术力量充沛，描写细致，语言精炼，

抒情写物生动活泼，吟诵熟透以后，高尚情操，美妙表

现，不知不觉就能转化为自己的认识和能量，随时由

自己运用，不必临渴掘井，搜索枯肠。郑板桥就有这样

的体验：“倘能背诵如流，则下笔思潮汹涌，不患枯涩

矣。”

三、写诗，在感悟中生成。江山代有人才出，诗词

教学理想的境界是师生随时地参与和创作。如果学生

对诗词有些感觉，进而希望自我提升，表现对文化的

传承，那么写诗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孩子是天生的诗人。孩子天性好玩，对什么都感

兴趣，都充满好奇，他们的想象是极其丰富的，往往会

说出我们大人想不到的话，且言语简洁。他们的这些

表现，正吻合诗歌的想象丰富、语言简练、跳跃性强的

特点。

对于孩子们不经意间冒出的富有诗意的句子，我

们要巧妙引导，让他们打开思路，丰富想象，促其写出

短小的诗歌，呵护这刚萌芽的诗歌幼苗。

语文课堂上，我们要充分利用精美的课文，创设富

有诗意的情境，激发他们的情感，激活他们的想象，引

导他们写诗。如以“风”为题，进行诗歌写作训练。学生

想象奇特，有的说：“母爱是春风，吹暖我写诗的热情；

父爱是秋风，吹落我懒散的枯叶。”有的说：“母亲的爱

是和风，吹得我飘飘欲飞；父亲的爱是劲风，鞭打着我

的骄傲。”……这样的训练，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想象，指

导了诗歌创作，而且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和感悟。

总之，我们广大语文教师只有重视古诗词的教

学，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学素

养，正确把握作品的情感，采取科学有

效的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使

学生热爱古诗词，热爱祖国优秀的文

化，以此提高孩子们的人文素养!

提高学生学习素养 推动高效课堂建设
!

市实验小学 陆秀兰

我们学校对探究性较强的教学内容

通常采用“五学五探五看”教学模式进行，

以让学生“全员参与、全程参与、全面参

与”“喜爱互动、积极互动、经常互动”，达

到课堂教学的高效。要在小学数学课堂上

有效实施“三五”模式，笔者认为有几方面

教师需要重视。

一、倾听习惯的培养

深度交流需要专注的倾听。现在不少

学生自我表现意识较强，只顾争着抢着表

达自己的一知半解，对别人的发言不屑一

顾，课堂交流常常难以深入。在学习中学

生需要学会倾听，学生只有静心倾听别人

发言，积极思考对方的观点，分析出其中

正确和错误的地方，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

修正和补充，这样的课堂才高效。高效的

课堂不但要鼓励学生“爱讲”，而且要引导

学生“会听”，倡导学生“多思”，长此以往

学生能说、会听、善问的能力会得到很大

提高。当然专注倾听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

能养成的，这需要教师在平常的教学中坚

持不懈地培养，真正做到未雨绸缪，这不

仅仅是为高效课堂做准备，也是学生良好

的学习品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自学意识的培养

数学家华罗庚说过：自学，就是一种

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学能力培

养最能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自学能力是

每个学生都必须掌握的一种能力，应该放

手让学生自己去学习探索，教会学生学习

的方法和认真思考的习惯，使他具备发展

的基本素质。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多种方

式去探究，或者利用工具书、或者自己潜

心思考、或者在网上查询等等，让孩子体

会到攻克难题后的喜悦。同时要教育学生

和同学虚心互学，在和同学互相探讨的过

程中，学生的自学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增

强，奠定较深厚的功底，而与同学分享学

习方法的过程，也有助于学生人际交往和

人格魅力的培养。

三、问题意识的培养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求知欲

是从“问题”开始的，学生的学习是一个不

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学生会提问了，教师就要引导提出高质量

的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提的问题

质量如何,往往与他怎样思考有密切关

系。教师可以利用授课后的点滴时间重视

对学生思维过程的训练,对他们在自学预

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比较,以

提高学生抓住中心进行思考、提问的能

力。学生有一定的问题意识,能否得以表

露和发展,取决于是否有一个适宜的环境

和气氛。小学生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这

正是问题意识的表现。教师要设法鼓励学

生去探索、猜想和发现,经常启发他们思

考并提出问题。

四、参与意识的培养。

在课堂交流过程中，对于教师提出的

问题，学生只有经过认真思考，才能用语

言表达出来，如果时间仓促，那往往是少

数思维敏捷的尖子生思辨的舞台，而大多

数来不及思考的学生则有这样一种心理：

既然想不出或来不及想，不如不去想，干

脆做一个“好观众”，等待尖子生回答，以

不变应万变。很多小学生对教师、对优秀

学生有较强的心理依赖，在他们心目中，

顶尖的学生的观点，几乎就是正确答案，

心理迎合油然而生。久而久之，这部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不仅得不到提高，思维上

的惰性也会越来越严重。

五、教师的点拨鼓励。

英国教育家洛克说：“儿童学习任何

事情的最合适时机是当他们兴致高、心里

想做的时候。”在课堂交流过程中，教师要

认真听取学生的观点，及时进行调控，有

时学生的语言跟不上思维，心里想的表达

不出来或者表达不准确，老师适当传递个

别词句，使学生的表达更充分，从而提高

交流的质量。同时教师要相机向学生进行

引发性提问，引导他们向更深处思考。对

于独到的、标新立异的见解，即使不尽合

理也绝不求全责备。闪光之处，教师要及

时给与适度的鼓励，一方面可以保护发言

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倾听的学生

有了展示自己的勇气，跃跃欲试参与到学

习进程中来。

乡间野趣
!

市赞化学校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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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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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乡间是个缤纷的

世界，满目苍翠，鸟鸣啾啾，

阵阵花香沁人心脾，呼吸一

口甜润的空气，我迫不及待

地在田野里奔跑起来……

（一）

“哇，好多鱼啊！”站在外婆家门前的池塘

边，我惊讶地叫起来。

池塘清澈见底，柔软的水草摇曳着身姿，

一群群的小鱼在水草间穿行嬉戏。

“抓几条回家养养！”这个念头浮上脑海，

我飞快地跑回外婆家拿来一个竹篮，把它缓

缓地放进水里，又拿了一块饼干浮在水面做

诱饵，等着鱼儿自投罗网。没想到这些鱼儿太

精了，光在篮子外打转，就是不进篮子里吃饼

干。我刚把篮子拿开，它们就你一口我一口地

争着来吃。不一会儿一块饼干全“葬身”鱼腹。

我把手伸进水里，它们以为是什么美食，又一

窝蜂地前来啄食，啄得我手指酥酥的、痒痒

的，这时手臂禁不住一动，“唰”地一下，这群

机灵调皮的鱼儿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

哼着小曲走在田间的羊肠小路上，突然，

一个小东西从路边的草丛里“扑通”一声跳进

了旁边的水田里。我吓了一跳，四下里一搜

寻，原来是一只棕色的小青蛙，此时它一动不

动地趴在泥地上，身上的保护色与泥土的颜

色相似，不仔细看的话，还真以为是一块泥巴

呢。顿时我来了兴致，从旁边

折来一根树枝，慢慢伸过去

碰了碰它。嘿，它居然不跑不

逃，而是立马翻了个身，四脚

朝天，装死了！哈哈，真是可

爱！我索性继续“挑逗”它，可能意识到这招不

能长久骗人，它突然一翻身，纵身一跃跳出了

老远，随之而起的是一道液体在空中划出的

弧线。啊？难道吓尿了？

（三）

回到家门口，一大片雪白的胡萝卜花吸

引了我的注意力。“嗡嗡……”什么声音？哦，原

来在花丛里，还有一群小蜜蜂呢！别看它们个

子小小的，干起活来一个也不偷懒，在花丛间

飞来飞去，采完这朵又忙另一朵。辛勤忙活了

这么长时间，一定采了不少蜜了吧？我突然想

抓一只蜜蜂，看看它到底把蜜藏在哪儿。于是

便拿来一件衬衫，看准一只正在撅着屁股采蜜

的蜜蜂，“忽”地一下连花一块捂住。哎呀，这只

小蜜蜂反应太快了，居然逃掉了！我再捂！再

捂！哎，看来还是自己反应太迟钝了，一只蜜蜂

没捉到，反倒惊扰了它们。不好，它们找救兵来

了，一大波蜜蜂正朝我飞来，我闪……

天色渐渐暗了，草丛里、水塘边、小树下，

此起彼伏、你呼我应的晚间吟唱会开始了，那

该是一个多么热闹的世界。我刚一靠近，“协

奏曲”便戛然而止。我还是知趣点远远地听

吧，晚风吹来春天的花香，静享这自然界的浅

唱低吟……

宁静的乡间，蕴藏着无限乡野乐趣，让我

沉醉其中，留连忘返……指导老师 徐静静

我爱这所学校
!

市阳光双语中学七（
#

）班 从倩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所学

校的时候，它给我的感觉并

不是很好，操场小得只有原

来学校的几分之一，没有教

学楼也没有图书馆。这使我

有了失落感，但后来我才知

道我并没有来错。

当我看到这儿的老师都很负责时、同学们都

很友善时，我知道，爸爸送我来这上学是没错的。

我也知道，父母对我的期望很大，老师对我们的

期望更大，他们希望我们成人、成才。

每当早晨6点起床时，我心里也会有怨恨，

让我们这么早起床！想想这个时候在家我还睡觉

呢。但是又一想，爸爸起得比我还要早呢，于是，

我便有了动力。

来这儿这么长的时间了，使我感受最深的还

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她姓尤，她是我最敬佩的人。

有一次，做作业时，我计算不细心，她就告诉我，

只有计算过关了，你才能确保简单的不会错，分

数也才会提高。

我们上课时尤老师和我们是师生关系，而下

课则是朋友关系。她跟我们有说有笑，我可喜欢

她了。

有一次，期中考试过后，试卷发了下来，我从

平时的及格分到一百二十几

分，老师夸了我，你知道我的

心里有多高兴吗？

有位同学，我也要感谢

她，她是我的宿友，就睡在我

的旁边。那天，我感冒了，咳

得厉害，被子也薄。晚上睡觉时，她见我把被子裹

在身上，就知道我身体不舒服，把她的被子一半

盖在我的身上，还有一半自己盖。我说：“你这样

会生病的。”她却说：“我抵抗力强着呢，没事的，

反倒是你，已经感冒了，不能再冻着了，要不然会

病得更重的。”之后，我俩就抱在一起睡了。半夜，

我醒来时，发现被子大部分在我这儿，她自己却

很少。那个时候，我哭了。我知道，我这个朋友没

白交。

这所学校的校长老师们，对我们很好。天气

冷了，校长要我们多穿点衣服，防止感冒。校长的

事情虽然很多，但是，他总会抽出时间来帮助我

们。老师们也会培优补差，不懂的都可以向老师

请教，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们，一遍不行，两

遍三遍，直到教到懂为止。

我要大声告诉你：我爱这所学校。

指导老师 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