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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维、个人表达和社会交

往的工具，是幼儿获得早期经验依赖

的符号系统。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

一谈幼儿园语言活动的几点教学策

略。

一、如何把握语言活动的有效价
值

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是指在幼

儿园一日生活中以培养幼儿听、说、

读、写的兴趣、习惯与能力为主要目

标的总和。幼儿园不像中小学一定

要有教材，幼儿园教学自主性更强，

语言教育内容的择取和课程资源的

开发是幼儿园的一个重难点问题。

比如挑选图画书进行语言教学，就要

善于发现选择的图画书的价值在哪

里、儿童语言发展的契机在哪里？《你

传给我 我传给你》是中班的一个语

言活动，书中的小熊、小鸡、小鸭等均

是幼儿喜欢的动物，ppt 里图画书设

置了动画和背景音乐，能激发幼儿阅

读和表达的兴趣，反复出现的“你笑

嘻嘻的XX真好看”短句朗朗上口，能

帮助幼儿学习表达，故事的情节能让幼

儿体验同伴间传递快乐的感受，突出了

情感的体验性。活动过程当中还可挖掘

以下价值点：当游戏当中展现事物特定

的量词，比如幼儿说“眉毛像一座山坡”

时，可及时引导幼儿拓展到也可用“一

个”等量词来表达“山坡”；当幼儿说“弯

弯的”的眉毛时，可抓住契机指导说出更

多的叠词来丰富词汇。

二、如何体现教师教学中的专业性
（一）把阅读经验先给孩子

对于阅读教学，应注意给孩子完整

经验，把阅读经验先给孩子。一本好的

图画书可以反复阅读，先安排孩子完整

地初读，孩子在第一遍的自主阅读中能

获得他自己的感受和认知，而在第二次

和第三次的阅读中，再发挥教师的桥梁

角色，以提问等策略辅助孩子阅读。孩

子们在深入阅读过程中，通过老师的帮

助进一步了解文本，就会体会到“原来在

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我才是阅读的主

人”。

（二）营造创造性学习情境

语言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在创造中

运用语言的过程。教师要善于给幼儿质

疑提问的机会，打破一直由教师提问的

方式。比如图画书教学时，在幼儿初读

完故事书后，教师可引导幼儿发

问：“读完了故事书，你想要问什

么？”问题一抛出，就能发现幼儿

的问题特别多，幼儿的发散思维

和探究兴趣得到提升。其次，要

鼓励幼儿大胆思考、想象和表达，

比如仿编诗歌、编构图书内容、配

音讲述、画画自己的小书等，培养

幼儿的猜测、想象、讨论、倾听、表

述和思维等一系列能力。

（三）提供愉快的游戏氛围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能调

动幼儿的内在动力，能建立新旧知

识的联系，促进幼儿理解语言学习

内容，帮助幼儿获得学习的快乐。

比如《你传给我 我传给你》通过游

戏既让幼儿体验到传递的快乐，初

步体验“你传给我 我传给你”的感

受，引出故事内容，也营造了轻松

愉快的学习氛围。

（四）注重提问和回应策略

有效提问和积极回应能促进

良好的师幼互动。教师一定要站

在儿童视角，寻找幼儿感兴趣的点、生活

经验点和想象点，引导幼儿“想说、敢说、

喜欢说、有机会说，”引导幼儿积极运用

语言进行表达与交往，激发幼儿的思维、

想象和表达能力。

同时，要注意教师的回应既要精心

“预设”点，又要注重灵动的生成点。要

善于抓住幼儿语言发展的更多契机，有

意识地去总结、归纳、拓展和延伸，甚至

质疑幼儿的回答，提升幼儿的语言，让语

言教学活动落到实处。

（五）创设丰富的语言环境

教师要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来促进

幼儿语言的发展。教师对幼儿语言的示

范行为是幼儿学会交流的关键因素，所

有的幼儿都需要倾听他们周围的语言，

才能学会自己说话。下述方法能促进幼

儿交流技能的发展：个别交流，鼓励幼儿

听与说；用书籍和故事来激发幼儿听说、

阅读。《你传给我 我传给你》语言活动

中，可采用“视听讲做”结合法，即让幼儿

在阅读、观赏、倾听、模仿、讲述、表演的

过程中逐渐理解故事内容，学会说“你笑

嘻嘻的XX真好看”短句，体验早期阅读

的兴趣，通过“表演快乐的动作”环节，深

化快乐传递的感受，较好地完成教学目

标突破教学难点。

阅读是语文教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

组成部分，阅读能力的培养直接关系到

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应该

摒弃传统的可能限制学生阅读能力发展

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多地给予学生阅读

空间与条件，进而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思维能力得到培养和发展，这就要求我

们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地使用开放式阅

读教学方法。

所谓开放式阅读就是“不明确指示

学习目标,不明确指示问题答案”，在教

学中激发学生广泛阅读的兴趣,引导学

生打破时空限制,将课内获得的阅读知

识和方法自主地运用到语文课外的阅读

实践。开放式阅读教学按照以人为本的

原则，旨在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使学生

逐渐掌握知识，学会主动、合作、探究的

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学会审美、学会做

人，为推动学生终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

础。笔者谈谈自身教学中的几点作法：

一、开放教学情境,营造课堂氛围
如在教学《春》这课时，就设计了这

样的导语：“一提到春，我们就会想到新的

生命，无穷的力量，内心洋溢的喜悦，焕发

萌动的，蓬勃生机的老人、小孩、男人、女

人们都出来了；有的散步、放风筝、耕种、

插秧……好一派春天的新气象……”学

生听到这，怎能不心潮澎湃，激情飞扬。

教师在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同时，

还要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学生的答

案，无论对错，教学时应该给予包容，不

能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另外，在学生自由阅读时，教师要和

学生们互动，互动是提高阅读质量的保

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随时和学生

沟通，把自己的见解和学生的见解融合

起来，从而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动力。

二、开放设计问题,训练学生思维能
力

陶行知说过：“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

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

我们知道的教给学生。”因此，在开放式

教学中老师在营造轻松自由的氛围时，

还要懂得激发学生思维，激发学生想象

力，打破学生的定式思维。初中语文阅

读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培养学生对

于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开放式阅读要

求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打破传统的思维

习惯，甚至要进行逆向思维。例如讲《桃

花源记》时，教师可以先以“我心目中的

世外桃源——理想生活”为题，让同学们

自由探讨，畅所欲言，从而让学生心目中

产生美好的意境。

三、开放课程内容,引导学生走入社
会

发掘每个学生的语文潜能,给每个

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开放式阅读

教学以提高文学鉴赏水平为目标，突破

“本本教学”的阅读教学模式，鼓励学生

广泛涉猎，并发表多角度、多层次的见

解。突破课本的范围，吮吸多元文化的

甘霖，感受多元文化现象，学生视野渐次

开阔、见识不断丰富、思想日益活跃，个

性化的见地自然容易形成。语文教学只

有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运用语言、用语言

表达出情感，才能让学生感悟到语言的

无穷魅力，体验到语言给我们带来的快

乐和欣喜。语文教学也只有根植于开放

的生活情景中，回归自然，回归生活，语

言才能显示出生活力，语文教学才能焕

发出生命的活力。

四、开放阅读评价，提高学生阅读能
力

所谓阅读教学评价的开放，就是指

要设立多元化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主体，

同时也要做到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和评价

目的。教师要打破传统的成绩高低评价

模式，要注意教师、学生自评、互评相结

合的多样化评价方式。发挥评价的激励

功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自主阅读，拓宽

学生的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但在阅读教学的具体评价过程中,往往

会出现两种不良的倾向,即“开放性阅读

试题答案的不开放”和“开放性阅读试题

答案的全放开”。笔者认为词句的理解、

个性化的解读、独到的提问、深刻的辨析

等，这些教师就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文本中那些“不求甚解”的地方，老师就

应该着眼于学生的发展，着眼于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来进行鼓励性的

评价。

我童年时对教书匠这个词有着

独特的情怀，为什么要亲切地把教师

称为教书匠呢？这是在岁月的磨练

中，人们对老师严谨、执着的一种尊

敬与肯定，更是对老师的深切期望与

敬仰，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离不

开教书匠的默默付出。

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和感召下，

德育在教学过程中的渗透成为新时

期广大教师亟需重视并付诸行动的

重要课题。师者所以传道授业的教

育事业被赋予新的历史任务，在传授

知识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引导孩

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把塑造具有

社会责任感的一代新人作为最高的

理想和追求。

面对中学生的不谙世事，教师

要以艺术性的德育教育为着力点，

将立德树人的理念渗透到课堂内外

的点点滴滴，以润物细无声的感召

滋润孩子的内心。教育事业是最需

要耐心和爱心的，更需要教师以匠

人的执着，严谨的探索来成就立德

树人的一片蔚蓝。春风化雨，用热

忱去打动学生，用本真的关怀把爱

和温暖传递出去。面对单亲家庭沉

默孤僻的孩子，在生日时我会倡导

同学们为他们举办精彩的文艺表

演，我会为他们准备漂亮的生日蛋

糕，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老

师的关怀。用爱和温暖让每位学生

都能在知识的海洋里找到幸福的源

泉，感受生活的美好馈赠。这不正

是教师价值的体现吗？灵魂的最深

处找到生命最本真的探求，德育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有着总揽全局的奠

基作用，以德树人，提升学生的道德

修养，塑造学生的美好人格是教师

需要永久探索和思考的重要课题。

在德育中升华自己，收获耕耘的欣

慰，拨云见日就在不远的前方。这

让我不由得想起《教育——财富蕴

藏其中》这本价值非凡的书，书中以

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创新性的观点

引起了全球教育界的轰动。报告中

提出：未来教育的四大支柱是通过

教育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

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应试教育

的根深蒂固，让教育在很多时候倾

向于知识的强压式灌输，而忽视了

孩子文化品格的塑造。不断深挖教

材背后蕴藏的深远教育意义，更加

关注学生内心世界的感知，着力引

导孩子朝着道德情操高尚，人格修

养完善的方向去成长和发展。作为

教师，要尊重个体的差异，培养孩子

的兴趣爱好。根据每个孩子的性格

特点、成长背景、生活习惯等制定不

同的教学计划，善于观察学生的课

堂表现和课后活动，找到最完美的

切入点去因材施教。要结合学生的

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孩子的个体差

异，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孩

子的成长是有一定规律的，违背学

生成长规律，过度灌输知识和技能，

不仅挫败了孩子的积极性，加重了

孩子的学习负担，还在一定程度上

引发孩子以后上学的厌学情绪。

选择了教育事业，就要有一颗炽

热、坚强的心去践行担当和使命。宽

容方显师德高尚，教师要用仁爱之心

包容孩子的不谙世事，构建良性的师

生关系。在这里，谁有耐心和细心，

谁就能取得成功。善才是最高的道

德，爱才是唯一的才能。用爱培养出

来的孩子，才会有感恩之心，才会有

积极的心态和健全的人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从来

就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暂热情，它更需

要涓滴的积累和天长日久的渗透。

民族的希望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无

悔的坚守，唯有把教育当做终身的事

业去奋斗，才能积聚成无穷的力量推

动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们不懈的追

求，我有幸成为这壮丽事业的参与者

和创造者，不论前方是平坦大道还是

荆棘丛生，匠心的坚守不会动摇。我

愿以立德树人为使命，执着坚守在三

尺讲台，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这

温暖的岁月，镌刻下属于自己的育人

诤言！

刍议初中语文开放式阅读教学
澧县小渡口镇中学 谭恢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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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德育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洞口县高沙镇茶铺中学 肖尊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