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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学生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
甚多，重要的不是讲述，而是点拨。 ”所谓“点
拨”，乃点要拨疑之谓也。“点”明要害，抓住重
点；“拨”正谬误，排除疑难。学生在自主学习过
程中，教师在关键处一点，学生便将课文的要
旨了然于心；教师在迷糊处一拨，学生便有可
能自解其难。那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该
怎样恰到好处地点拨呢？

一、巧设“支点”，适量点拨
点拨理当精要，必须适量。点在要点处，由

局部的点拨而实现整体的推进。 点拨在操作
时，教师要找准省力的“支点”，以显出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功力。例如，教师在讲解《小虫和大
船》结尾的时候，虽然只有一句：“小小的蛀虫，
竟毁了一艘大船。 ”但是这句却是整篇文章的
中心思想，在全文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所
以，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把学生理解整篇
文字的支点放在结尾，让学生读一读最后一段
的句子，并说出重要的字词，这个时候学生都
会踊跃参与到小学语文的学习当中，教师一环
一环地提出问题点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还可以引导学生准确地梳理整篇课文
的条理，使学生的思维得到有效的发挥，从而
提高小学语文教学的效率。

二、亮出“疑点”，适时点拨
好奇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好奇心常常会

让学生在课堂上提出教者始料不及的问题。但

教师若能适时点拨，就能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
参与学习的探究活动。《鸟的天堂》一文的结尾
写道：“昨天是我的眼睛骗了我，那‘鸟的天堂’
的确是鸟的天堂啊!”由于教者重视，学生大多数
理解了下半句的意思， 但有一生提出：“‘我’为
什么会受‘骗’呢？ ”这是教师忽略的问题，如何
对此进行适时点拨？应给予此生激励，且亮出疑
点，让全班学生再读全文，找出“两次观察”有何
异同？学生明白了：第一次只注意到枝繁叶茂的
大榕树；第二次才发现群鸟嬉戏的景象。老师指
着插图上的大榕树：“你的眼睛真的骗了你吗？ ”
学生：“还好，两次观察的结果才使‘我’真正认
识到‘鸟的天堂’，才没受骗。”老师：“在这个‘骗’
字上，你们悟到了什么？ ”学生：“认识大自然必
须要全面。 ”这样，肯定了学生的思维成果，提高
了学生能动学习的积极性。

三、揭示矛盾，引起思索
语文教学中一般存在着“知”与“不知”、知

得“深”与“不深”的矛盾。当学生“不知”或知得
“不深”，出现思维障碍时，教师抓住矛盾的症
结，巧妙揭示，引起学生的注意，促使他们围绕
矛盾定向思维，从而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提
高认识能力。

如教学“麻雀”第三自然段，开头写道：“风
猛烈地摇撼着路旁的梧桐树。 ”学生一般只认
识到这一句在写什么，而没有注意为什么写，
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后面写小麻雀样子的语

句上。这里就存在一个知得“深”与“不深”的矛
盾。教师质疑：“为什么要写风？不写可以吗？ ”
这一提问立即将学生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句上，
并开动思维主动地寻找答案。 有的说，从“猛
烈”和“摇撼”可以看出风很大。正因为风大，小
麻雀才会从巢里掉下来。这一答案找到了事情
的因果关系。有的说，猎狗鼻子虽然很灵敏，可
它能嗅到麻雀气味，发现小麻雀，风肯定也帮
了忙。这一答案注意了文章的前后联系。有的
说，风吹树摇，这一景象衬托了小麻雀的弱小
和可怜的样子。 这一答案从写作技巧来分析，
认识更进一层。这些答案比仅仅知道这句在写
风大风猛的认识要深得多。

四、抓训练点，适度点拨
生活处处有语文。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就该

时时提醒自己，留意学生的语言现象，让学生学
会正确地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适度点拨，就是
要“适”合学生的认识程“度”，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让学生能够接受，而且获益非浅。

综上所述，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点拨艺术，
主要是在学生面对疑难束手无策的时候，教师
引导他们拨开云雾，帮助他们开发思维的有效
方法。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有目的地引导
学生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点拨的时候要
注意情绪的调动、用语的委婉，为学生造阶搭
梯，指点迷津，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小学语文教
学的效率提高，优化教学的质量。

论语文课堂教学的点拨艺术

语篇教学是小学英语教学的重头戏， 在进行语篇教学时要有语篇
意识并注意教学方法的巧妙整合。 小学英语语篇教学倡导“词句结合，语
篇感悟”，把单词融入句子中教学，从整体入手，展现给学生完整的语言概
念，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感知、理解和运用所学语言，从而使语篇教学
的效果达到最优化。因此,如何有效地开展语篇教学成为大多数英语教师
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语篇意识要贯穿始终
现如今小学英语语篇教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把语篇教学只作为用来传

授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等）的一种形式，体现为过分强调以教师为
中心，以词汇、语法为主线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忽略了语篇所带来的信
息和它所具有的内涵, 对语法等一些语言点则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死
抠讲解，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规则，扼杀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而且听说
读写的能力无法得到很好的培养。在语篇教学时教师应具有语篇意识，把
语篇材料当做一个整体来教学。 对话教学中，正确使用标题和插图，引导
学生理解对话；故事教学中，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把词组、句型、语法知
识渗透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做到字不离句，句不离篇。

二、教学方法要巧妙结合
语篇的内容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但它又与单词教学、句型教学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将单词教学和句型教学融入语篇教学中，语篇的整体
性才能得到体现。 下面通过举例和引用来阐述一下自己的几个观点：

1、巧妙导入，激发阅读兴趣。
导入是课堂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实际教学的前奏，起着引子

的作用。组织好一堂课的开端，可以起到抓住学生、控制课堂，促进学生积
极思维的作用。 在进行语篇教学时，我们可以设置和所学语篇相似的语
境，出现问题，请学生解决问题，激发学生通过阅读解决问题的兴趣。例如
在教《At��the��weekends》前，师生进行对话：

T:�What�do�you�ususlly�do�at�the�weekends?
�������S1:�I�usually�watch�TV.
�������S2:�I�usually�play�basketball.
�������S3:�I�usually�do�my�homework.
�������S4:�I�usually�go�to�the�park.
��������…

学生纷纷说出自己周末所做的事， 教师紧接着提问：What��does�
Wang�Bing��usually�do�at�the�weekends?�How�about�Mike,�Helen,�Yang�Ling�
and�Su�Hai?�这样的活动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过渡到语篇学习做了
充足的准备。

2、整体感知，获取语篇信息。
语篇教学中有一种方法叫做“三读法”：即 pre-reading�,�while-read-

ing�and�post-reading。 也可谓之“读前、读中和读后”。 整体感知阶段的是
语篇教学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读前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绘
生绘色地讲述故事、运用实物、播放录音、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引出文
本材料，整体呈现课文，使学生初步感知文本，这个阶段主要是听力先行，
通过听来初步感知和理解语篇。 例如， 在学生阅读有关复活节Hal-
loween、圣诞节Christmas等语篇时，教师可以播放西方国家庆祝这些节
日的录像，结合语言文字做进一步讲解。这样的教学设计有利于给学生呈
现完整的语境，有利于引导学生对语篇进行整体感知。

3、听读结合，培养阅读技巧。
学生初步感知语篇后，教师可以将语篇分段，引领学生采用一些有

用的阅读方法去理解语篇，获取具体信息。 因为现阶段，学生识读单词的
能力不足，还不能做到自主阅读，教师可以采取听读结合，让学生边听边

阅读，降低难度。教师应该在读前、读中、读后都要有具体的要求，让学生知
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在阅读完成后，要有相对应的练习来进行反馈，将
最关键的内容呈现到学生面前，让其进行思维、判断。 完成这些练习也就
等于掌握了文章的大意和精髓。

4、拓展延伸，养成阅读习惯。
在对文本进行分段解读后，学生对文本细节有了一定的了解。 为此，

教师可以设计各种人物来练习、巩固和拓展语篇中的语言点和知识点，如
复述课文、写作延伸等形式，使学生内化语言，完成从汲取知识到发展能
力的过渡。 复述不是对课文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创造性地再现已学课
文内容，让学生根据板书、简笔画等信息来复述课文内容。 这一训练给学
生提供了运用所学语言的机会，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语篇的理解。

总之，教学实践不断地证明，学生只有在熟悉并理解语篇的内容后，
才能够较快地将所学的词汇等语言知识与语境联系起来， 这些词汇和语
言点才不再孤立乏味，也才有利于学生的长期记忆。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
只有把语篇和词汇等语言点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做到“既见
树木，又见森林”，才能使他们乐学与好学。

一、课堂提问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
目的和效果

从表面上看， 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
问发现问题，启发学生思考，但这样的理
解毫无疑问是浅层次的， 仅仅出于这样
的理解而设计的课堂提问必然过于简单
而生硬。 在认真研究《美术课程标准》之
后， 我们完全可以让课堂提问实现更深
层次的目的，达到原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1、课堂提问，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
情绪，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意识。新奇
有趣的提问，能启迪学生的智慧，激发学
生探求问题答案的强烈愿望，提高学生
对课堂的参与意识。

2、课堂提问，应该有助于建立起平
等融洽的师生关系。美术课堂上，教师要
做学生的朋友，与学生建立起平等互动
的关系，善于从学生角度出发，提炼选择
有启发性的问题，创造良好的艺术学习
气氛，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思维空间。 所
以，课堂提问的设计要以学生发展为本，
注意趣味、层次、灵活。此外，提问应由浅
入深，层层递进，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
使学生有信心回答问题，并能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受到启发。

3、课堂提问，可以培养学生自主探
究的学习能力。 教师在进行课堂提问时
就要注意提问的时机和提问的语气语
调，以及掌握好提问的方式与技巧，在提
问后给予适当的评价，通过设疑、激趣、引思，发展学
生思维，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地主动探究。

二、为什么课堂提问有时成了变相的讲述
《美术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应注重教学活动中学

生的积极参与，努力激发学生的主体精神，克服以往
以教师讲述为主的弊端。我们的一些教师出于对新课
标理解的偏差，只是从表面上将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讲
述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提问，例如在设计《单色版画》
一课的教案时， 有一位老师先从印章的原理引入，紧
接着就提问：如果我想要印一幅画，可以怎么做？学生
在对单色版画还缺少必要的了解的情况下，对这一问
题的回答要么是感到十分困难，要么就是十分单调地
回答：“像印章一样印出来。 ”其实这位老师倒不在乎
学生怎样回答，而只是用提问的形式开了个头，下面
便开始了他关于单色版画制作方法的讲述。并且其过
程也是以提问开始，如：什么是版画？制作单色版画的
工具材料有哪些？单色版画的制作方法如何？等等。这
样的课堂提问，既不考虑学生的知识能力基础，又不
考虑学生的生活经验。它只是为了完成教师既定的教
学任务而设计，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讲述，学生只能被
动地接受。 因而，这样的提问根本不能发挥学生的主
体精神， 吸引学生地积极参与， 而只能导致学生反
感。

三、有些课堂提问过于专业化
由于我们现在的教师大多受过高等院校的专业

化技能训练，有时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会不知不觉地
把老师教自己的一套或多或少地搬到初中美术课堂
上来。可是，我们的学生并不是美术专业的学生，现在
的《美术课程标准》也一再提醒我们要把握好教学内
容的难度，避免把一些理论和技能讲得过分专业。 因
而在设计课堂提问时，我们应认识到过分专业化的提
问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会使大多数学生忘而却步。

四、提问不能脱离了学生的生活
曾经有一位老师在讲雕塑时为了结合学生身边

的实例，列举了三件雕塑，其中一件雕塑在离他们的
学校 50到 60公里的外市，另两件雕塑在本市的偏远
乡镇。 然后提问：你认为它们美吗？ 它们有什么特点？
结果不少学生说不知道。 还有一位老师在讲纸浮雕
时，先让学生简单讨论了一下纸张的加工方法，接着
提问：如何让纸立体具有一定的美感？ 学生们对这样
的问题普遍感到难以回答，只能保持沉默。试问：如果
我们的老师设计的提问都这样脱离学生的生活经验
或者过于宽泛，那久而久之，还有多少学生会喜欢回
答问题，还有多少学生会喜欢上美术课呢？

五、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向老师提问
长期以来，初中美术课堂上存在着这样的几种情

况：教师讲得太多，学生没有时间提问；教学内容过于
简单，学生没有疑问；教学内容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
学生没法提问；课堂教学缺乏民主的氛围，学生不敢
提问或还没有养成提问的习惯。 其实，只要我们以宽
容的态度对待学生们的提问，他们是能勇敢地提出问
题的。

准确生动而又富有启发性的提问，能迅速集中学
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对美术课的兴趣，提高课堂教
学效益；双向的课堂提问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
语言表达的能力， 并能加深师生间情感的交流与沟
通，顺利开展师生的双边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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