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课堂教师要注重的三个问题
常德市石门县第三中学 马慧知

在教育改革的深水区，学校办学要得
到社会的赞同、家长的理解、上级的肯定，
必须练好教育教学质量的“内功”，确立教
育均衡发展的理念，树立人人可以成才的
品牌，具体来说，建议做到以下几点：

一、班级管理是学校发展的基础
（一）均衡分班，不落下每一个孩子。

学校的“均衡分班”操作，必须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充分体现阳光操作。分
班要利于维护每位学生的平等的受教育
权， 有利于促进全体学生的身心健康成
长，也有利于调动全体教师的工作热情。

（二）分层教学，关注班级的学困生。
1.了解学困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

关系。关心和爱护后进生。这是做好学困
生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爱护
学困生是打开后进生心扉的金钥匙。

2.优化课堂，激发兴趣。 采用灵活多
变的教学方法， 让学生在做中学， 学中
用，从而激发兴趣，学得主动，提高效率。

3.家、校配合，共同督促。 对于学困
生来说，要想进步自然要付出得更多。在
校期间由老师督促， 回家之后的家庭作
业就要靠家长督促了。 只有学校与家长
配合起来，共同努力，学困生的转化才能

取得好的效果。
4.同学间的互动。让成绩较好的同学

与学困生结成对，互相帮助，既取得好的
效果又密切同学关系。 这样，有助于养成
学困生的良好心态。

二、合作交流是学校发展的前提
（一）制定学期工作计划。每月推荐一

名教师上观摩课，听课人员为校内同年级
学科人员，事先集体备课，然后推荐一名
教师上课。 课后大家观课、议课、说课，增
强公开课的针对性，使公开课有的放矢。

（二）集中培训合作研讨等成为可能。
老师可以集中在一起研讨对课堂上的教
学进行反思讨论，思想在一起碰撞，情感
在一起交融。这样不但丰富了彼此的教育
思想，还建立了教师间的深厚友谊。

三、团结协作是学校发展的保障
（一）相互融合，让教师有 1+1>2 的

效应。 构建和谐共进的教师团队，让教师
团队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信念、坚
强的骨干力量、 协调一致的同志关系和

强烈的团队意识， 它有助于学校教育任
务的完成， 有助于教育经验与优良传统
的继承、发扬有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是
形成良好教师集体的重要条件。

（二）名师带动，让老师有想前进的
愿望。 一枝独秀不是春天，一颗树木也成
不了森林。 教学名师，既是一种荣誉，更
是一种责任。 教学名师要充分发挥自己
在本职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更应该依托
教学名师本身的优势， 发挥对周围教师
的辐射作用， 以促进单位广大教师工作
能力的提高。

（三）取长补短，有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的动力。组织教师之间、校校之间开展
教学、 教研联谊活动， 让每位教师在听
课、评课、说课教研活动中，相互学习，并
结合自己的教学工作，不断自我反思，不
断学习，博采众长，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
养，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

四、素养教育是学校价值的诠释
（一）养成教育，让每一个学生变得

礼仪文明。 学校应该时刻牢记培养学生
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加强学
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最终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胸中
有志、心中有情、眼中有活、身上有劲、
腹中有才、伸手能做的具有优秀素质的
人。

（二）艺体教育，社团化的经营让学
生动起来。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内容，对青少年提高审美修养、
丰富精神世界、培养创新意识，促进全面
发展具有其他教育学科所不可替代的作
用。 即通过艺术课教学和艺术活动，提高
学生的艺术修养， 促进其身心各方面和
谐全面发展，为学校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从而全面推动素质教育的进程， 也推动
学校跨越式发展的实现。

（三）智慧教育，在和谐中搭建家校
合作平台。 建立以学校为主导的家校对
孩子的“共育”，要立足沟通与合作，创建
有效的家校合作机制：1.搭建家长教育平
台，提升家庭育人水平；2.密切家校信息
交流，实现施教步调一致；3.创新共育活
动形式，注重合作共育实效；4.开展家校
共评互议，引领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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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用心经营
龙山县思源学校 李艳群

让农村幼儿园的区角“活”起来
常德市石门县雁池乡中心幼儿园 杨妮

怎样使语文课堂更有效？ 笔者长期
从事初中语文教学，深深感受到：语文
课堂上，教师心中有“读写结合”的理
念，定能够想出更多提高学生读写能力
的高招，学生的读写能力也定能在逐日
的训练中得到提升。 语文课堂教师要注
重以下三个问题。

一、学生要在课堂上“读”
学始于疑，有疑才有问，才有思。 阅

读时脑海里问题涌动，学习就真正进入了
良好的境界。因此，在语文课堂上，教师要
抓住“疑”做文章。 要善于激发学生生疑。
要产生疑问，首先须认真阅读课文，咀嚼
文字的含义，尤其内涵丰富的语句，更须
多读几遍，多想一想。 要激发学生使其在
学习中生疑，可要求学生推敲课文中的字
词；可联系自己已有的知识，包括阅读所
得、生活经验、学习经验进行思考、发现问
题。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离不
开翻阅有关资料，拓展自己的视野，深化
对课文文字的使用与感悟。

语文课必须让学生充分朗读或者是
诵读，要让语文课堂书声琅琅。“书读百
遍，其义自见”。 文本不读通读透，无论怎
样合作探究，都是隔靴搔痒，徒劳无益的。
新课标的两个关键词“感悟”“体验”，无一
不是建立在充分诵读的基础上的。

二、学生在课堂上“写”
语文教学效率低的另一个表现是

课堂上讨论虽多，学生却往往过耳不过
心，没有沉静下来独立思考。 如何改变
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学生在语文课堂上
的“写”非常重要。

“写”的内容包括：
1.记录精彩表述。 学生在课堂上往

往会有思维独特、文采飞扬、严谨严密
的表述，其他同学记录这些内容，是一
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2.小组活动前的“写”。 小组讨论前，
每组同学先把自己对所讨论问题的理解
简要地写下来，这样，他们就会对问题进
行认真的思考，使自己的发言言之有物，
更有利于同学之间的交流， 有利于吸收
他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不足，有效地避
免小组讨论中的“一言堂”现象。

一是写出对课文或问题的理解。 教

师课堂上提出问题后，可以先让学生简
单写出答案，然后再做口头回答。 这样，
在写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整理思路。

二是写出课堂上的疑问。 在学习过
程中， 要求学生把自己的疑问及时地写
下来，并留有一定的时间给学生发疑，这
样就真正增加了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

三、还学生课堂上的“自由”
我们常常在一些公开课上发现这样

的现象：一篇比较长的课文，只给学生两三
分钟自读，教师就赶紧说：“读完了吧！下面
……”学生的问题还没有充分解决，教师就
匆忙说：“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

小组讨论，不少学生还没来得及发
言， 教师就已经在说：“讨论好了吧，哪
个组先说？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我
们的语文教师担心学生读不懂， 学不
会。 因此，不如教师担起来，把课文讲
深、讲细、讲透。 语文界老前辈吕叔湘在
谈到语文教育改革时， 曾提醒人们注
意：教育人的工作类似于“农业”，而不
是“工业”。 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理解为
一种类似于农耕活动的“栽培”，也就是
心灵的耕种与培养；教师在这里扮演的
不是工程师的角色，不能按照某种设想
好的规划来实施自己的建设， 而应如

“农夫”或“园艺师”一样精心照料自己
的“作物”，提供充足的光照和养料以让
他们自由生长。 可以说，一节好的语文
课，就是听、说、读、写的实践课，语文课
堂就是为学生搭建的一个实践语文能
力的平台。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常常
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行为，真正
做到“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把课堂还
给学生，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 应尽量
做到五个“能让”，即能让学生观察的尽
量让学生观察；能让学生思考的尽量让
学生思考；能让学生表述的尽量让学生
表述； 能让学生动手的尽量让学生动
手；能让学生总结的尽量让学生总结。

特级教师韩军也主张给学生自由的
读书时间、空间。他认为学语言是以积累
为本，读书为本；数量在先，大量读书积
累，量变到质变。 而要大量阅读，就必须
减少教师的讲解时间， 还学生自主阅读
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在宁静中思考。

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幼儿园教学课程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幼儿身心全
面发展，实现综合健康教育目标的重要途
径。 作为农村幼儿园园长，在保教活动之
区域活动实践中体会到，农村幼儿园应该
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各种教育资源，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使得幼儿园的教育资源更
加充足，教育形式多样化，开展具有农村
特色的幼儿园区域活动，让农村幼儿园的
区角“活”起来。
一、根据幼儿兴趣和生活创设区角环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对幼儿区域活
动过程中，要根据幼儿的兴趣进行教学培
养，幼儿是活动区的主人。 教师应通过对
幼儿兴趣点和需要的日常观察，在充分讨
论、听取他们想法的前提下，结合主题教
学活动，确定游戏内容，科学设置区角。
如小班幼儿喜欢模仿、社会经验欠缺、交
往能力较弱，可为其创设角色简单、分工
明确的娃娃家。 中班幼儿具体形象思维
占主要地位，主要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或
表象进行思维，“超市”游戏可设在中、大
班，锻炼他们的分类、计数、交往等综合素
质。 其次，在活动区域范围内设置“田园
乐园”的主题环境，使农村幼儿对田地里
的播种、收获更加理解。
二、挖掘乡土资源科学地投放区角材料

幼儿是在操作材料的过程中获得信
息、建构经验、发展能力的。 虽然农村幼
儿园条件有限，但自然资源却很丰富。 如
用树叶进行贴画、拼画、染色、排序做成小
挂件；用石头进行添画等，这些材料既安
全，又能给幼儿带来无限的想象。 幼儿在
操作过程中，可尽情放飞想象，尽情发挥
创造，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 教师在投放
区角材料时尽可能多层次地提供操作性、
趣味性、可变性较强的材料引发幼儿主动
参与区角游戏的动机，使每位幼儿都能在
适宜的区角环境中获得发展。

三、利用乡土自然资源开展区域活动
农村的各种自然环境为幼儿提供了

许多丰富有趣的活动内容和场所。农村的
幼儿教师要根据实际的时间地点，在区域
活动的创设中充分利用自然乡土资源来
开展活动， 发掘大自然所赋予的优势，创
设有价值的活动区域。 如小石子堆房子，

编帽子、 花环和裙子的柳枝和狗尾草等，
这些丰富的开放性自然资源材料都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幼儿创造能力的发展。

四、多途径评价引发幼儿游戏的兴趣
和快乐

教师在指导幼儿进行区角游戏时，了
解幼儿身心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行为表现
和个性特点，在游戏过程中以参与者与合
作者的身份，准确捕捉幼儿在活动中的兴
趣点和需要，并据此进行观察分析，多途
径巧妙引导幼儿入区并愉快游戏。

途径一： 引导幼儿交流游戏的感受。
教师通过这样的语言“宝宝们，今天你玩
游戏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要告诉我们
呢？ ”来引导幼儿说出游戏的感受。

途径二：通过展示幼儿的作品，引导
幼儿尝试参与相互评价。作品的展示即可
以美化环境，还可以增强幼儿完成作品的
成功感，体验到游戏带来的快乐。 在展示
孩子的作品面前经常有孩子向自己的家
长、同伴介绍自己的作品，那种自豪之情、
快乐之意洋溢于表。

途径三： 当幼儿遇到游戏困难时，教
师以游戏者的身份介入，做幼儿游戏的向
导和伙伴，与幼儿共同探索操作，平等对
话，站在幼儿的角度考虑他们的需要。 教
师让幼儿讲述“你在游戏的时候遇到了什
么困难需要大家帮助的呢？ ”对于幼儿在
游戏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针对性的评价，
如对于缺少材料的问题，大家可以共同准
备，以便下次的游戏开展；对于游戏中出
现的规则问题，大家可以共同讨论，制定
相应的规则。

评价游戏时引导幼儿自主、自由地交
流，大胆说出自己的发现、自己的体验，说
说自己或同伴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
这样，才能为幼儿进一步提供自我表现和
分享经验的机会，对下一次的区角游戏充
满期待。

实践证明，只有立足农村幼儿园实际，
就地取材，充分挖掘农村本土材料，就可以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区域活动内容， 开展
经济实用、丰富多彩、深受幼儿喜爱的“本
土化”区域活动。我们的幼儿就能体验到区
域游戏带来的快乐，并在游戏中获得发展，
农村幼儿园区角就能“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