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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听说“不登长城非好汉”这句话了，心想：

哎！我现在还不是好汉，如果我以后登上了长城，就

是好汉了。可惜，我连北京都没去过，更别提登长城

了。

爸爸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疼爱地对我说：

“朱至诚，趁这次运动会放假，我们去北京玩一玩吧！陪你看看长城，

好吗？”我开心地说：“太好了，耶！”

我等啊等啊，终于等到爬长城的那一天了，我兴奋地往长城上

爬。一开始爬得很快，但后来就越爬越慢、越爬越累

了。我总是爬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最后，我终于爬到

了长城的顶端。我向下面的人大喊道：“我是好汉了！

我是好汉了！”

我兴奋地站在长城的最高处，只见长城像一条

巨龙穿行在大地，连绵起伏，曲折蜿蜒……

我想：古代劳动人民修筑长城是多么地不容易呀！古代劳动人民

真伟大！ 指导老师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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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回到家，刚

打开电灯，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原来

客厅的天花板上停歇着好多苍蝇，数

数都有二十多只了！爸爸连忙到厨房

找来苍蝇拍，准备把这些可恶的苍蝇

送上西天。

“打！”随着我和妈妈的一声令下，“人蝇大战”开

始了。只见爸爸对准“目标”，“啪！”手起拍落，一只大苍

蝇应声而亡。也许是动静太大，所有的苍蝇都被惊动

了，顿时客厅里乱了套：苍蝇惶恐地到处飞舞，有的往

东，有的向西，有的绕着灯直打转，有的躲进了灯槽里，

还有的拼命往窗户上撞，一个劲儿地想要夺路而去。

爸爸看到这场景并没有束手无策，他耐心地等苍

蝇们都安静了下来，再去消灭它们。此时，我和妈妈就

像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我们指哪儿，爸爸就打哪儿。在

我们的密切配合下，苍蝇们一个个“抱

头鼠窜”，毫无招架之力，伴随着杂乱

的“嗡嗡”声，终于都“撒手蝇寰”了。

爸爸可真了不起啊！我要为他做

一条绶带斜挎在身上，上面写着：“灭

蝇英雄———一下打死二十只！”。哈哈！那可比《格林童

话》里的小裁缝厉害多了。

我们三人边打扫“战场”边

讨论：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苍

蝇？门窗关得那么严实它们是

怎么飞进来的？妈妈想了想说：

“也许是一只母苍蝇产下的卵，

变成了这些小苍蝇吧。”噢，安

息吧，小苍蝇们！下辈子还是做

个益虫吧。指导老师 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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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年龄：3-4岁（思维基本形成）

主要表现：从孩子开始能够发音时他们的语言

学习就已经开始了。起先是伊伊呀呀，然后是词—短

语—短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使用语言的内在

功能。经过这几个阶段，我们发现在语言模仿开始一

直到发现语言的美妙，孩子的语言就这样发展起来

了。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注意事项：良好的语言环境是儿童学习语言的

最好方式，所以在家里一定要统一一种语言，建议让

孩子讲普通话而不是方言，给孩子阅读是学习语言

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当孩子的语言思维基本形成后

再加入其他的语言。

语 言 敏 感 期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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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因“放”而精彩
!

市实验小学 迮恒良

新课标重视教学过程与方法，注重

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把帮助学生

获得数学基本思想和积累基本活动经验

作为重要的课程目标提了出来。数学活

动经验的积累是提高学生数学素养的重

要标志，是学生不断经历、体验各种数学

活动过程的结果。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敢

于“放”，让学生的思维在无束缚中自由

“飞翔”，在积极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

发展智能、增长智慧，让学生的数学活动

经验在“做”与“思”的过程中积淀。

笔者在教学苏教版实验教材五年级

上册“总复习”时遇到这样一题。

课前备课时，笔者对此题进行了充

分研读，查阅资料，翻阅教学用书，认定

此题老师可以不多做说明，而把问题直

接抛给学生，逼其独立思考，自主解决问

题，这样效果可能会“不同凡响”。

课堂伊始，一切均按预设进行，学生

自主审题，经过一番思考与计算后，学生

们开始汇报。

生1：我是用假设法来解决的。我先

假设有一级苹果2吨，二级苹果就是0.4

吨，这样算出分级出售可以获得 2×

1000×2.4＋0.4×1000×1.6＝5440（元）；

不分等级出售则是 2.4×1000×1.8＝

4320（元），5440＞4320，所以分等级出售

比较合适。

生2：我的方法跟他不一样，不分等

级出售也是4320元，分级出售时，我假

设一、二级苹果各占一半，也就是2.4÷

2＝1.2（吨），这样就可以算出分等级出售

可以获得1.2×1000×2.4＋1.2×1000×

1.6＝4800（元）。因为题目说“其中一半

以上达到一级质量标准”，因此分级出售

的实际价格肯定比4800元还要高，分级

出售比较合适。

师：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生3：我假设这两级苹果各占一半，

这一半的苹果质量是1千克，分等级出

售时，平均每千克就是（2.4×1＋1.6×1）

÷2＝2（元），2>1.8，所以分等级出售比

较合适。

生4：我认为可以直接用（2.4＋1.6）

÷2＝2（元）。

师：你的算法很有特色，你能说说是

怎么想的吗？

生4：我们可以借助线段图来理解，

因为一级苹果超过一半，我先假设一级

苹果和二级苹果数量相等，都正好是一

半，那么一级苹果和二级苹果平均每千

克就是（2.4＋1.6）÷2＝2（元），2>1.8，单

价明显要高。现在一级品超过一半，当然

是分级出售更合适。

生5：我们还可以用以前学过的用

字母表示数来解决，假设这两级苹

果各占一半，用字母a表示苹果总

质量的一半，那么平均每千克苹果

就可以卖（2.4×a＋1.6×a）÷（2a）

＝2（元），2>1.8，实际单价肯定比2

元的价格还要高，所以分等级出售比较

合适。

……

笔者并不满足于此，又引导学生回

顾、反思探究的过程，探讨：我们是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些算法有何共同点？

学生发现，上面所有的方法都是运用了

假设法：第一类是把一级品和二级品假

设为具体的数量，算出各自的总价，再比

较多少，或是假设一级品和二级品各占

一半，这时只要比较两种卖法的单价，从

而较简便地解决了问题；第二类是把具

体的数量假设为另一简单的数量，如把

一半假设为1千克，或用字母代替一半，

算出各自的单价或总价，并比较，这样更

便于研究，且易于发现一般规律。

课已经结束，但留给我的思考还在

继续，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要引领学生的思维在碰撞中提升
辩证法认为，一般性规律寓于特殊

性规律之中，特殊与一般反映了世界万

物之间联系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

是人们的思维规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

重要思维形式。从本教学片断来看，学生

先从苹果具体质量入手，给两级苹果质

量赋予一些特殊值，再到画线段图，用字

母表示出一般情况，最后归纳总结出结

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经

历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感

性到理性，逐步发展、逐步提升的过程，

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并最终获得对问题内在的、本质

的、规律性的认识过程。

作为教师，在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探

索欲望的同时，要勇于创造机会，引导学

生主动参与、合作探究；要敢于把问题抛

给学生，给学生充分的探究时空，让学生

的思维拾级而上，在交流中发展，在碰撞

中产生智慧。

二!要让学生学会数学化地思考
在教学中，我们不能满足于仅让学

生解决问题，而要用解决问题的过程育

人，鼓励他们主动参与数学学习活动，并

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发表看法，

引导学生对探究过程进行回顾和反思，

通过讨论和交流，把隐藏在知识背后的

数学思想寻找出来，并让学生真切地感

悟到知识的获得、理解、应用，离不开自

己的思考和实践。只有亲身参与老师精

心设计的教学活动，才能在数学思考、问

题解决和情感态度方面得到发展，学会

提炼数学思想方法，学会思考，学会探

究，学会迁移和运用，从而培养数学思维

品质，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提升数学

素养，逐步学会数学化地思考问题。

激发兴趣，快乐模仿，自由表达
———浅谈低年级语用训练的几点做法

!

市实验小学 沈学庆

语用就是语言的实际应用。语言的实际应用主要

是进行交际对话，就是用语言进行信息交流和交换。

在低年级语文教学中，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一定的语境

中让孩子学会说话写话。

低年级说话写话是中高年级习作的基础。《语文

课程标准》对低年级写话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写话

有兴趣，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写出自己

对周围的认识和感想。”在说话写话的教学中，我用新课

标理念指导低年级学生练习说话写话，采用多种方法激

发学生的写话兴趣，注意降低写话的难度，鼓励学生积极

大胆地说和写，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下面就谈谈我在低年

级语用训练中采取的一些做法：

一、减缓梯度，激发兴趣

我从最简单的写一句话入手，让学生用一个词说一

句话，先学会把话说完整，意思说清楚，再逐步引导学生

把话说具体、说生动。如让学生手握一支铅笔，练习用“铅

笔”一词写一个句子，有学生说：“我有一支铅笔。”对这样

的句子首先表示肯定，“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接着引导

思考：我有一支什么样的铅笔？从铅笔的颜色、形状、图

案、长短等方面说具体。再想想：这支铅笔它能帮我干什

么？以扩写句子的训练方式，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学会把

话说具体，然后再写详细。

看图写话是低年级学生语用训练中常用的方法，学

生对图画的兴趣比文字浓。我利用学生的这一感性优势，

从单幅图的训练开始，先让学生大胆地说说自己在图上

看到了什么，再把图上看到的联系起来想想大概是什么

意思，接着引导学生按一定的顺序去观察，最后再有条理

地说一说，写一写。

后来多幅图的说话写话，我也是采用由浅入深、由易

到难、逐步提高的训练过程。

这样的练习，学生没觉得有多难，反而有一种跳一跳

可摘到果子的成就感，兴趣被激发，自然结果很满意。

二、挖掘教材，快乐模仿

（一）模仿课文中的片段

有些课文内容浅显，贴近学生生活，是仿写的优秀范

文。如学了《秋天》一文后，我让学生模仿文中写云朵样子

的句子，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并展开想象，写一写还知道

的云朵的样子。学了《水乡歌》后，利用我们生活在水乡的

优势，模仿课文写一写水乡其他方面的特点，如“水乡的

鸭子多，鸭蛋多”。

有时，模仿的范文不局限于语文课本，二年级《品德

与生活》中《多彩的秋天》一课有一首写秋天美景的小诗

写得不错，我让学生模仿它，也把自己看到的秋天美景，

写成一首小诗，尝试做个快乐的诗人。

（二）续写课文中的故事

课本中有许多童话故事，如《狐狸和乌鸦》《狼和小

羊》《青蛙看海》等，都有很强的趣味性，可让学生根据故

事情节，抓住故事中人物的特点，展开想象，进行续写。

这样的训练虽是一种模仿，但有创新的成分，学生要

写出与课文的不同之处，或过程不同，或结果不同，这不

同之处就是创新。

（三）仿写课本中的插图

教材中有一幅幅精美的插图，它既是学生的视觉享

受，更能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我常有意

识地让学生模仿课文说一说插图上的内容，再写一写。如

《三个小伙伴》一课中配了一幅图，课文中是这样表达的：

“小树栽好啦！三个小伙伴手拉着手，围着小树又跳又

笑。”我让学生仔细观察这幅图，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展

开想象，说出跟课本不一样的句子来。有学生在模仿的基

础上有了创新，说：“小树栽好啦！三个小伙伴开心极了，

他们手拉着手，围着小树

跳啊、笑啊，还唱起了快

乐的歌。”

语文教材每个练习

里都有口语交际，都会配

上插图，如：学会待客、指

路、看望生病的同学等，

这些画面都是生活情景的再现。我会引导学生模仿生活

中的角色先一幅一幅地说，再把这几幅图的意思连起来

说一说，最后借助于生活化的语言演一演，再写下来。

三、学会观察，充实素材

（一）走进大自然，获取写话素材

每次带领学生春游、秋游时，我常有目的、有计划地

引导他们观察景物、自然现象等。一年四季，校园里的花

草树木会不断发生变化。我利用课间和学生看一看、聊一

聊，激发他们观察的兴趣。如柳树随处可见，春天柳枝发

芽，夏初柳絮飘飞，秋天柳树变色，冬天柳叶飘零。后来，

他们也主动去观察动植物，并把惊喜的发现告诉我。

学生通过有目的的观察训练，平时就会养成留心身

边一草一木的习惯，并在观察中体验到生活的乐趣，这样

的好习惯能为说话写话提供实实在在的素材。有了可说

可写的素材，学生才会有主动表达的欲望。这样下去，学

生就不会觉得说话写话是一种负担，反而认为这是一种

满足自我表达的需要。

（二）留心观察身边的人、事、物

让学生留心观察周围的人，关注身边的事，也是培养

学生说话写话能力的重要部分。《猜猜他是谁》是我与学

生常玩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就是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抓

住人物的个性体现人物的特点，再想一想、写一写在他们

身上发生的事。如要写一种小动物，我总是先布置学生回

家观察，再让他们带一些小乌龟、小金鱼、小兔子等小动

物到教室里，借助活生生的小动物指导学生有序观察，抓

住特点，将小动物介绍得有条理、有个性。

（三）开展活动，充实写话素材

开展各种活动，既能丰富学生的生活，又能充实学生

说话写话的素材，解决了言之无物的难题。古诗文诵读、

放风筝、贴鼻子游戏、跳绳踢毽子比赛……学生在或紧张

激烈或轻松愉悦的自然状态下参与活动，因都是学生的

亲身经历，活动后让他们再说一说、写一写活动的过程及

收获，大家会很兴奋。指导写话时，学生有许多话要说，而

此时我的任务就是帮他们理清思路，让他们言之有序。

四、加强阅读，积累语言

引导学生阅读书籍、积累语言，是提高学生说话写话

能力的重要途径。课堂上，我教给学生积累词语的方法，

培养积累词语的习惯，丰富和规范他们的语言，特别是方

言与普通话的冲突，帮助他们进行有效的规范的“语言储

备”。现如今，留守儿童较多，他们与爷爷奶奶呆在一

起，平时交流用的都是方言，发音不规范，表情达意的用

词不规范，用方言说出的词句不知怎样用规范的词语去

表达。这些成为学生说话写话的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最

好办法，我认为就是阅读。学生年龄小，接受新事物比较

快，通过大量的阅读，可以改变他们的语言习惯，养成规

范的语言，为说话写话打下基础。

新课标中指出：“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量，

提倡少做题、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在学校，只要有

时间，我都会和学生一起读书，读课文，读《经典诵读》，读

推荐的书目，读学生订阅的报刊杂志。课后，我鼓励学生

坚持课外阅读，每天至少读一个故事，背一首古诗或儿

歌，并让家长配合，督促孩子在家养成阅读、积累的习惯；

同时，让学生学会关注身边的事，关注身边的新闻，培养

他们良好的观察、思考的习惯，为说话写话奠定基础。

总之，我们的语用训练要依据新课标，运用新的理

念，深入挖掘教材，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说话写话能力的

切入点，培养学生的写话兴趣，开拓学生的写话思路，丰

富学生的写话素材，积累规范的语言，调动学生的写作积

极性，使写话成为学生快乐表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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