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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识字教学中，如果让学生被动地记忆，
机械地抄写，学生会感到厌倦。 只有充分调动
学生的识字愿望，让其逐步掌握识字的方法，
学会独立识字的本领，主动识字，体会成功的
快乐，才能让学生的兴趣持久。 因此，我们力
求把课堂还给孩子， 让他们经过自己的思考
实践、探索学习，从而掌握生字。

一、追本溯源，兴趣识字
识字教学首先要让学生喜欢学习汉字，

有主动识字的愿望， 因为这是学生独立识
字的前提。 将生动形象的象形字演变为动
画，或开展“古体字今啥样”“造字的故事”
“我来猜一猜古体字的意义” 等课堂活动，
让学生充分感受中国汉字的历史与魅力，
唤起他们识字的情感， 激发学生识字的兴
趣。 学生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就能自主地
交流合作， 感受到识字的快乐和自己获取
知识后的喜悦。

二、游戏引路，自主识字
识字教学要寓教于乐， 要符合低年级儿

童的学习心理特点。 教师应在教学的各个阶
段适度地运用游戏来提高学生识字的兴趣，
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生字，避免机械、拖沓的
教学现象出现， 有效提高学生课堂内的识字

效率，做到既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又提高识字
教学的质量。

1.植树游戏，想象识记
在教室里“栽”一棵“字谜树”，让孩子

们在树上“种植”字谜，孩子们在课外找到
或自己编的字谜都可以成为“结”在树上的
字谜果。 如：把禾苗带回家（稼）；四字开口
（匹）；羽毛在田上与风共舞（翼）；一家十口
住草房（苦）……“种植”的同学兴趣盎然，
猜中的同学信心百倍， 没猜中的在旁茅塞
顿开，“字谜树” 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光顾
点。 不知不觉中，孩子们既巩固了生字，又
养成了爱动脑筋的好习惯。 更令我欣慰的
是， 有些生字游戏还带着一股浓浓的诗情
画意。 如：月亮和月亮拉拉手，成了一对好
朋友（朋）；春天到了，小草苏醒了，张开双
手，有了力气（苏）。

就这样， 孩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了
学习汉字的方法， 很容易就记住了它们的字
形与字义，自然就学得轻松愉快，不亦乐乎。

2.魔术游戏，对比识记
在识字过程中，学生记得快，忘得也快。

针对学生这一识记特点， 我们可以尝试让学
生根据熟字来变魔术识记汉字。 如： 让学生
“拼”“摆”生字笔画和部位，给学生以直观、立
体的感官刺激， 从而调动他们进一步尝试的
兴趣，促使他们在自学、自悟、自得中不断探
索，达到巩固识记生字的目的。 例如，发给学
生一些熟字卡片（“大”“日”）和分别写在卡片
上的“点”“竖”，请学生自己动手摆一摆，说说
大字加上“点”后，日字加上“竖”后会变成什
么字。 孩子们通过动手实践，得出“大”可变成

“太”“犬”，“日”可变成“甲”“由”“申”……
通过对比记忆， 学生不仅能较快掌握新

字， 而且还能在对比中与以往的熟字多次见
面，进一步巩固了旧字，可谓一举两得。

3.幸运猜猜猜，娱乐识记
依照综艺节目中的“你做我猜”，学生或

教师表演动作， 大家针对某个范围的内容猜
出是哪个字、哪个词或哪个成语。

三、留心，生活识字
汉字的创造来源于生活， 识字教学也应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生活就是一本百科
全书，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汉字，教育小学生只
有留心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这样才能处处
把字识。

如：在布置教室时，我们把全班同学的
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了他们照片的下方，
并张贴在宣传栏里。 小朋友们觉得十分有
意思，一下课就蜂拥而上，仰起头大声地读
着小伙伴的名字。 碰到不认识的字时，同学
间还会相互帮忙、相互提醒。 就这样，那些
原本十分枯燥的汉字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 像一颗颗种子深深地扎根于学生的
头脑中。

又如：让学生经常练习拼音汉字输入，学
生通过实际键盘操作进一步分清汉字的平翘
舌音、前后鼻音及易混淆的复韵母。 通过这样
的活动，慢慢地认识更多的汉字，弥补课堂上
的局限。

在识字教学中， 我们如果能以满腔的热
情为学生铺路搭桥， 帮助他们寻找出隐含在
汉字中的童趣，那么，识字将不再是他们的负
担，而会成为一种快乐。

阅读是语文学习的核心， 是一个人精神
成长的主要渠道。 如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让学生自主阅读？ 笔者认为要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小学生阅读能力现状分析
1. 小学生由于年龄小， 所以阅读依赖性

大，缺少自主阅读。 他们依赖于老师、家长的
讲解和死记硬背， 忽视了阅读中自己的主体
地位，阅读中缺乏主动理解。 长此以往，依赖
性变成惰性。

2.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学习积极性
和互动性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的
阅读兴趣。 在当前语文课堂中，阅读教学讲风
大盛，形式单调，学生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缺
乏自己的见解。 有些老师担心学生分析错误，
影响成绩，而将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学生，严重
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和自主创造性。

3.相比书籍而言，广播、电视、网络等信
息化渠道更加形象、生动，但这些信息仅是
一种单向性传媒，稍纵即逝，无法回味，好比

“快餐”，缺少文学阅读的感受、想象、审美和
创造。

二、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途径
1.根据小学生年龄特征，让学生产生自主

阅读的兴趣爱好。 孩子们模仿能力强，看到父
母或老师爱书、乐读，日久，他们也会模仿，如
在此时加以合理引导，培养其兴趣，孩子们就
会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到书的海洋。

孩子们对于新鲜事物常会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 爱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或刨根问
到底， 此时父母和老师如果正确引导他们向
书籍寻答案， 让他们在阅读中寻找“结果如
何”“为什么这样”， 可激发其浓厚的阅读兴
趣，产生持续饱满的阅读情感，并成为一种自
觉的行为，成为一种本能的习惯。

2.广泛阅读和重点阅读相结合，打好自
主阅读的基础。 小学生的阅读不能局限于
教科书、辅导资料和作文选，应该让孩子们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在重点阅读自己
感兴趣的书籍的同时，把自己的感悟、思想
记录下来或写出作文。 阅读习惯养成了，自
主探究的能力会随之提高。 广泛阅读和重
点阅读相结合， 既让学生涉猎多个学科领
域，又重点突出了学生的兴趣爱好，相互促

进，共同提高。
3. 在日常教学中刻意培养学生的自主阅

读能力，变“教师为中心”为“学生为主体”。 积
极引导学生开展自主阅读， 给学生充分阅读
时间，将主动权交给学生。 鼓励学生通过批判
性阅读，培养问题意识，让他们在自主探究的
阅读实践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建立平等师生
关系，在师生互动中形成体验、探究。 师生共
同走进文本，教师钻研教材，学生认真阅读课
文，敞开心扉，与文本展开心灵对话。 抓生成
性教学， 围绕某一话题对话， 教师应学会倾
听，欣赏学生“真情写白。 ”与此同时，教师应
及时捕捉有价值的生成性话题， 组织学生展
开思维的碰撞，引发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提高
对话质量。

4.多开展“好书介绍会”“精彩故事会”等
活动， 让那些爱好阅读的学生上台演讲读书
的经验与收获，学生们听了同伴的介绍，会激
起强烈的读书欲望，掀起读书、说书的热潮。
学生的积极性高涨了，会暗暗形成一种比较，
一种动力，促进他们更加努力，更加自主地去
阅读。

5.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学生自主阅
读。 美国一位小学老师说：“对人的创造能力
中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 一个是他
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够记忆
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就是他综合使用这
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 死记硬背，不
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
聪明。 ”只有鼓励张扬个性，倡导从不同的素
质教育和启发式的宽松学习环境和自主阅
读认识的“万紫千红”，才能让孩子们更健康、
更阳光地发展个性思维，发展个性创见，发展
个性探究。

新世纪是学习化的时代， 一个人的学习
能力决定着他的事业和个人发展， 而我们所
能给予孩子们最好的东西， 不是“鱼” 而是

“渔”———独立的学习、自主的阅读，让我们还
给孩子们更多的自主阅读时间和认知自由空
间。 想方设法把孩子们的目光引向校外无边
无际的知识海洋， 让孩子们在自主阅读中去
思考，教给孩子们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
培养孩子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的孩子才
是未来真正的赢家。

浅谈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

趣味识字 寓教于乐
衡阳市石鼓区建设新村小学 程 华

益阳市桃江县武潭镇中心学校 夏胜春

��������类型一：从式子结构上探究
函数与导数结合的问题中，很多时候需

要自己去构造函数， 构造的关键是通过条件
如何去构造， 在导数中常通过式子的结构利
用相关公式法则进行构造。

【例题 1：2015 课标 2 理 12】设函数 f
'
(x)

是奇函数 f (x) (x∈R)的导函数，f (-1)=0,当

x＞0 时，xf
'
(x)-f(x)＜0，则使得 f(x)＞0 成立

的 x 的取值范围是（ ）
A．(-∞，-1）U(0，1) ������B．(-1，0）U(1，+∞）
C．(-∞，-1）U(-1，0) D．(0，1）U(1，+∞）

【思维过程】依题意，可构造函数 g(x)=

f(x)
x ，则 g

'
(x)= xf

'
(x)-f(x)
x
2 ，因为当 x＞0 时，xf

'

(x)-f(x)＜0，故当 x＞0时，g
'
(x)＜0，所以 g(x)在

(1，+∞）单调递减；又因为函数 f(x)(x∈R)是
奇函数，故函数 g(x)是偶函数，所以 g (x)在
(-∞，0）单调递减，且 g(-1)=g(1)=0.当 0＜x＜
1时，g(x)＞0，则 f(x)＞0；当 x＜-1 时，g(x)＜0，
则 f(x)＞0，综上所述，使得 f(x)＞0 成立的 x 的

取值范围是(-f
'
∞，-1）U(0，1)，故选 A

��������【方法感悟】本例题中式子 xf
'
(x)-f(x)
x
2

的结构恰好是对 f(x)
x 求导后的形式，因此可

构造函数 g(x)= f(x)
x 。

类型二：通过换元或选主元法构造
换元法是高中数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

换元可以达到减少变量个数的目的， 从新的
变量找到构造突破口， 从而达到破解难题的
目的。 选主元法是多元问题选择其中的一个
为主元， 将其他变元作为常数是处理和解决
多元问题的重要方法。

【例题 2：2013·陕西高考理科·Ｔ21（3）】

已知函数 f (x)=e
x
，x∈R.�设 a ＜b, 比较

f(a)+f(b)
2 与 f(b)-f(a)

b-a 的大小，并说明理由。

【解析】方法一：换元法构造函数 ：

作 差 ： f ( a ) +f ( b )
2 - f ( b ) -f ( a )

b-a =

(b-a+2)f(a)+(b-a-2)f(b)
2(b-a) = (b-a+2)e

a
+(b-a-2)e

b

2(b-a)

= (b-a+2)+(b-a-2)e
b-a

2(b-a) e
a
构造函数：t(x)=x+2+

(x-2)e
x
,(x＞0)则 t

'
(x)=1+(1+x-2)e

x
=1+(x-1)e

x
,t
'

(x)的导函数 t
''
(x)=(1+x-1)e

x
=x.e

x
＞0,所以 t

'
(x)

在(0，+∞）上单调递增，故 t
'
(x)＞t

'
(0)=0，∴t(x)

在(0，+∞）上单调递增，而 t (x)＞t(0)=0,∴ 当

x＞0时，t (x)=x+2+ (x-2).e
x
＞0, 令 x=b-a,∴

(b-a+2)+(b-a-2)e
b-a

2(b-a) e
a
＞0 所以当 a＜b 时，

f(a)+f(b)
2 ＞ f(b)-f(a)

b-a .

��������方法二：选主元法构造

作差 ： f(a)+f(b)2 - f ( b ) -f ( a )
b-a =

(b-a)［f(b)+f(a)］-2［f(b)+f(a)］
2(b-a) =

(b-a).(e
b
+e

a
)-2.(e

b
-e

a
)

2.(b-a)

构造函数：h(x)=(x-a)(e
x
+e

a
)-2(e

x
-e

a
)(x＞

a)，h
'
(x)=(x-a-1)e

x
+e

a
(x＞a),h''(x）=（x-a)e

x

＞0,∴h
'
(x)在（a,+∞)上单调递增。

h
'
(x)＞h

'
(a)=-e

a
+e

a
=0，∴h(x)在（a,+∞）上单调

递增。 ∴h(x)＞h(a)=0⊙b∴h(b)＞h(a)∴(b-a)(e
b
+e

a
)-2(e

x
-e

a
)＞0,即(b-a)［f(b)+f(a)］＞2［f(b)-f

(a)］，所以当 a＜b时， f(a)+f(b)2 ＞ f(b)-f(a)
b-a .

��������【方法感悟】通过换元将二元不等式转

化为一元不等式后再构造函数是常见的处理
方法。 二元函数选取其中任一个变元作为主
元后构造函数，是一种构造函数的重要手段，
而且解题过程简洁、 清晰， 是一种很好的方
法。 两法有一些共同点，值得学习掌握。

类型三：分离变量法构造
分离变量法是通过将两个变量构成的

不等式(方程)变形到不等号(等号)两端，使
两端变量各自相同,解题的关键：分离变量
之后将问题转化为判断函数的单调性或最
值的一些问题。

【例题 3：】若 0＜x1＜x2＜1，证明：x2e
x1＞x1e

x2

��������【解析】要证 x2 e
x1 ＞x1 e

x2 等价于证明

e
x1

x1
＞ e

x2

x2
。

可构造函数 f(x)= e
x

x ,则 f
'
(x)= e

x
(x-1)
x
2 ,当

x∈(0.1)，时 f
'
(x)＜0,f(x)为减函数，故当 0＜x1＜x

2＜1时，有 f(x2 )＜f(x1 )，即 x2e
x1＞x1e

x2。

【方法感悟】本题中分离变量之后，使e
x1

x1

＞e
x2

x2
成立，将问题转化为构造函数 f(x)= e

x

x ，再

通过求导判断单调性的问题得出结论。
指导老师：杨云

高考导数题巧妙构造解题探究
岳阳市云溪区第一中学高三 352班 杨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