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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我国著名的语言学

家吕淑湘先生曾指出语文教学中

的“少、慢、费、差”现象是导致学生

学不好语文的主要原因，而在当下

的语文教学中， 这种现象依然存

在，并成为扼杀小学生语文学习兴

趣的“重要杀手”。 要提高小学生对

语文的学习兴趣，许多老师非常注

重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却往往

忽视了另一个影响学生语文学习

兴趣的因素———语文作业。 笔者曾

经对一个班的学生进行过调查，发

现竟有 15%的学生不愿完成语文

作业， 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这

种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

那么如何将学生对语文作业

的态度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

做”， 从而达到提高语文学习兴趣

的目的呢？ 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谈

自己的想法。

一、作业形式从单一走向多元

学生每天都必须做作业，如果

作业的形式只限于传统的抄、 读、

背、写，就好比让人每天吃着一成

不变的菜式， 即使味道再好也会

腻。 所以我们必须适当地增加一些

实践性、趣味性、开放性很强的作

业内容，使作业形式从单一走向多

元，以便对学生进行有序的思维训

练， 让学生不只是教材的“复印

机”。 在教学实践中，根据教学内容

的要求，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和认

知水平设计课前预习、随堂操练和

课后反馈等多种类型的作业，并将

画意境图、唱主题诗、演课本剧、讲

解说词等手段运用其中，真正使学

生的语文素养从“听、说、读、写”四

个方面得到提升。

二、作业格式从刻板走向活泼

很多教师为了批阅的方便，在

作业格式上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

学生只能按照教师规定的格式去

做，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重做。 这

样的做法只会让学生的思维变得

僵化，行为过于小心，不敢创新。 有

的教师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格式改

刻板为活泼，收到很好的效果。 江

苏教育学院附小的刘春生老师就

鼓励自己的学生大胆地对作业本

进行革命。 翻开他的学生的作业

本，随处可见精美的插图、彩色的

线条、 可爱的卡通和漂亮的贴画。

学生的作文本简直就一本图文并

茂的文学刊物，学生对这种活泼的

作业形式非常感兴趣，称自己的作

业是“最可爱的作业”。

三、作业过程从被动走向自主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一个学

生的智力都各具特点并有自己独

特的表现形式，有自己的学习类型

和学习方法。 教师要根据不同课文

的要求，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设计作

业题目，让学生真正成为自己学习

的主人，把作业的“老面孔”演化为

多种多样富有创意的语文实践活

动，让作业成为充分展示学生才艺

特长、张扬个性的园地。 有一名教

师在教完《蟋蟀的住宅》一课后，引

导学生设计了如下作业： 画画、讲

讲、编曲唱唱蟋蟀的住宅和蟋蟀的

勤劳。 这组作业采用语文学科与其

它学科的有机整合，培养了学生的

综合素质。 学生在画中为蟋蟀的通

道安装了路灯， 设计了卫生间、厨

房，更“绝”的是用树叶给蟋蟀做了

张“席梦思”床；有的学生就自己为

蟋蟀设计的住宅进行讲解；有的学

生配合《粉刷匠》欢快的乐曲，为蟋

蟀演奏了一曲赞歌：“我是一只小

蟋蟀，建房本领强，前足扒土后足

推，后足推土忙……”在这样的语

文学习过程中，教师充分引导学生

自主设计作业，使学生变被动为主

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作业内容从统一走向自选

学生之间是有个体差异的，许

多教师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让不同

水平层次的学生都做一样的作业

题，全班整齐划一。 不会做的学生

要硬着头皮做，会做的也一个不能

少，如此一刀切的作业往往是有的

学生“吃不饱”，缺乏挑战；有的学

生“吃不了”，视其为课业负担，丧

失学习兴趣。 我们不妨根据班级学

生的差异，设计符合不同基础学生

需要的多层次作业，供学生自主选

择、分层推进，使优等生“吃”得好，

中等生“吃”得饱，后进生“吃”得

消，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

体验。

总之，影响小学生语文学习兴

趣的因素很多，作业是其中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 作为语文教师，只要

牢牢抓住这个切入点，就能建立起

一座能融洽师生关系、提高学生语

文学习兴趣的桥梁。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常沅小学 李伟

浅谈提高小学生

语文作业兴趣的策略

物理课堂中

对学生美的教育

常德市鼎城区第一中学 孙振

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和喜爱的，物理教学

中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是新课程标准对我们教师的

要求，也是我们教师课堂吸引学生之根本所在。 在

物理课的教学中如何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本文谈

一些肤浅的看法。

美与物理课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在一般人的传统思维观念中，美在学校教育里应当

是美术、音乐、语文课的事，与物理课有何相干呢？

物理课无非是一些原理、公式、数字单位和一大堆现

象而已。 殊不知，在中学物理课本中，展现给我们的

是一个个光和影、声与响、冷与暖、静与动、力与能、

原子与分子、电与磁等一系列神秘的奇妙世界，而这

奇妙的世界又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大自然是美的，生

命是美的，生活是美好的。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

生在“美与物理学”的演讲中指出：“物理学的原理有

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 ”在物理

教学中贯彻美育思想，让学生感受物理学的美，感受

科学美，是物理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在物理课堂过程中，运用规律的和谐，引导

学生对物理美的认识

和谐、简单、对称和新奇是科学美的主要特征。

物理学中的美，有物理现象的美，如阳光下，棱镜分

解出七彩的色光的美。 更重要的还有物理规律所显

示出来的美，如光的反射定律的对称美，能量守恒定

律的和谐美等。 科学规律是美的，科学规律的发展

或认识过程引起人的喜悦感也是美的。 因此，要注

意引导学生去了解科学家们在发现科学规律的过程

中对这种喜悦的体验。 牛顿力学被后人称为科学美

的典范，他从四条法则，八个原始定义，三条定律出

发，运用演绎法极其明晰地得出其完美的牛顿力学

体系，把天上和地上的机械运动完美地统一起来，学

习它就能很好地让学生认识到理论美、公式美、数学

美、逻辑美和实验美。

二、在物理课堂中，重视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

激发学生感受物理美的冲动

物理规律的美，体现在它的对称的和谐与不对

称的均衡美，体现在它的直观可见的美。 阳光下棱

镜对光的色散显现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

彩带，在课堂上给学生带来多么新奇的直观的形象

的可见美，利用教材中的小实验让学生制作三色光

混成七色光和白光的实验器材，用一些红绿蓝透明

的包装材料纸带剪成相同的圆形，再相互部分叠加

贴在一个大圆上，以圆的圆心为轴转动，对着阳光，

能看到三色光混成彩色，这就是彩电的原理，学生个

个可以动手，很方便地享受物理学和谐、统一的美，

激发起学生的学习欲望。

三、在物理课堂中，让学生领略创造的风采，激

发学生感受物理美的激情

物理学研究物质运动最基本的形式，如机械运

动、分子运动、电磁运动、原子、原子核等一般规律。

就中学而言我们接触到了力、热、声、光、电、磁、原子

核各个分支学科。 正是物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转化为一代科技，才使人类历尽工业文明的轰鸣，进

入信息文明腾飞的时代。 使今天的世界发生惊天动

地的变化，让嫦娥奔月的梦想变成了阿波罗登月的

现实，让遥远的变得亲近，让神秘的不再陌生。 这些

科学成就充分展示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美。 教学中

适当地介绍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理学发展史，

让学生领略到物理科学的巨大创造力和人类文明发

展的进程。

无数物理学家们用尽毕生的心血寻求真理，有

的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拨开掩盖真理的云雾，

像哥白尼、布鲁诺等伟大的科学家，还有我国邓稼先

等两弹元勋们，他们刻苦、勤奋、勇于献身的高尚人

格，崇高的品质，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展现出了人

类美的心灵，在课堂上穿插讲述这些科学家的故事，

不仅传授了科学知识，而且也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

的美德教育课，让学生受到感染，从心弦上产生共

鸣。

爱因斯坦在分析自己科学感受时说：“照亮我的

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人生的理

想，是善、是美和真。 ”所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课

堂中宣传物理学的美，科学的美，培养学生对美的感

受、鉴赏、创造的能力，这样，才能使新课改在物理教

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常德市鼎城区第一中学 王建国

用作文教学

打开学生心锁

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环境、教育以及生理

方面的影响，到了高中阶段，大部分学生走向自我封

闭，他们写作的触角很难深入到多彩的生活。因此，语

文教师要通过作文教学这种手段，有目的地开展语文

活动为学生搭建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通过写作牵

引学生的注意力由内转向外，从而实现拓展学生写作

思维的目标。 那么，怎样才能引领学生走出封闭的自

我呢？ 我觉得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到社会中去，到自然中去

语文老师可以通过周记、 日记等形式引导学生

关注社会生活，关注大自然，让他们去听，去看，去

问，去体验，去采集，去思考。多多接触现实生活中层

出不穷的新人、新事、新物、新风尚、新潮流、新经验、

新问题，多多关注社会焦点问题和老百姓关注的热

门话题。 多多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去领略祖国的壮

丽山河，撷取自然美景。 此外，教师要引导学生打破

传统的作文模式，鼓励学生形式上的创新，如结构上

的形式有：题记式，后记式，小标题式，日记式，书信

式等；在文体上的形式有：童话、寓言、戏剧、访谈、启

事、处方、广告、小品、庭审笔录等，只有形式上的大

胆突破，才能带来内容上的创新，才能将学生的视角

导向多元化。

二、到阅读中去，到作品中去

阅读文学作品的体验，是电视和网络所无法替代

的，它是培养学生语感的重要途径。阅读材料具有典型

性的特点，给学生提供良好的作文范例，是很好的语言

材料。说明性的材料不仅能充实知识，其生动、简明、准

确的说明也是给学生很好的语言材料； 议论性的材料

精辟的论述，有力的论据，严密准确的语言便是学生初

学议论文的典范；文学作品丰富而精彩的描写，生动诱

人的故事，形象而有感染力的语言，更是记叙文的最佳

典范。这样的阅读材料无形中给学生以熏陶，也给学生

提供了典范的语言材料，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开展广

泛的阅读，各种文体各个领域都要涉猎，同时，在阅读

中，要鼓励学生作摘录，记下名人警句，观点、科学数

据、事例、从而丰富自己的作文材料库。

首先，要打开学生读写的通道。读文章要做到：理

解语言文字→掌握文章内容→体会思想感情；写文章

要做到：产生思想感情→选择文章内容→运用文字表

达。可见，读文章和写文章两条路子的线索是一样的，

只是走向不同而已。

其次，要理清读写的共同点，作为训练的重点。一

是读文章要逐字逐句理解清楚， 学会“怎样遣词用

句”； 二是读文章要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并明确是怎

样具体写出来的，懂得“怎样围绕中心选材和组材”；

三是读文章要深入理解内容，去体会作者要表达的思

想感情，掌握“怎样通过内容突出文章主旨，如何立

意”。

读与写本身是密不可分的。 读，不仅提高理解能

力，而且潜移默化地指导“怎样写”，以读促写，以写带

读，互相联系，共同提高。 久而久之，“怎么写”的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健康的阅读能

开阔视野，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和是

非鉴别能力，逐步实现自我升华。

三、到集体中去，到活动中去

高中新教材增加了探究学习， 口语交际等活动，

但多年来，“以读带写，读写结合”这一指导思想在我

国语文教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但实际教学中却是

“以阅读为本位”。 语文课本独有阅读教材，没有系统

的作文教材， 虽说新编课本中有了“写作与口语交

际”，但很明显地处于附庸地位。殊不知恰恰是这些集

体活动才是学生写作的源泉，参加实践活动，积累鲜

活的材料，学生根据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和亲

身经历过的题材所写出的文章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

别。 其中对亲身感受的内容写得十分具体，而从其它

角度写出的文章则显得略有些淡薄。其原因关键在于

亲身经历过的有真情实感，有话可说，有话可写。因此

教师要组织和带领学生参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有意义

的活动，如参观、访问、游览、社会实践活动、自愿者活

动、探究性活动等，为积累更好的写作素材，写出优秀

的习作是有必要的。

总之，通过以上途径为学生搭建一个合作、交流

的平台，通过写作牵引学生的注意力由内转向外，调

动学生自觉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他人的热情，

打开学生的心锁，将学习和生活有机的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