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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准指出，语言运用是语文课
程核心素养的基础。在语文教学过程
中，笔者通过情境创设、理解助力、质疑
追问、有效拓展等方式，努力唤醒学生的
言语欲求，激活学生的表达欲望，尽最大
可能提升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发展语言
运用这一学科核心素养，效果甚好。

在情境创设中激活表达欲望。良好
的教学情境能启发学生思维，开发学生智
力，促进学生表达。在教学《风筝》这篇课
文时，出示一组风筝的图片后，我问学生：

“风筝做好了，你最想干什么？”学生们非
常响亮地回答：“放风筝！”我随即播放放
风筝视频，欢快的音乐在学生们耳边响
起，欢乐的情景在学生们眼前展现，学生
们一下子就被感染了。“请问同学们看到
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话音一落，学生
们纷纷举手，表达欲望一下被激活了。一
个学生说：“我看到一个小朋友用手托着
风筝，另一个小朋友牵着线，一起迎着风
儿奔跑。”另一个学生紧接着说：“我听到

拿风筝的小朋友一说‘放’，牵着线的小朋
友就奔跑起来，那线一紧一松，风筝渐渐
飞起来了。”马上又有学生补充：“风筝越
飞越高了，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在翩翩起
舞……”学生们越说越精彩，表达的欲望
就如那只放飞的风筝，越来越高。

在理解助力中唤醒表达欲望。理解
是语言表达的前提和基础。在教学过程
中，帮助学生理解关键语句，也有助于表
达欲望和能力的提升。在教《圆明园的
毁灭》这篇课文时，我抓住“圆明园的毁
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
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
中心句提问，学生初步感知后，我进一步
引导：“你是从哪个词语体会到的？”学生
们马上找出了“不可估量”这个关键词，
接着补充了一组圆明园被毁的数据资料
给学生们阅读，让学生们直观地理解了

“不可估量”的意思。加深理解后，他们
朗读课文的感情得到了升华，畅谈内心
感受的欲望被充分唤醒。有的学生说出

了对可恶的侵略者的痛恨，有的学生道
出了对昔日辉煌瞬间毁灭的惋惜和对无
能的清政府的强烈愤恨……字字句句发
自肺腑，直达心灵深处。

在质疑追问中点燃表达欲望。“小疑
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在《田鼠阿佛》绘
本阅读教学过程中，当读到阿佛说“我在
采集阳光，因为冬天的日子又冷又黑”
时，一个学生突然大声说：“阳光怎么能
采集呢？阿佛是个大骗子！”面对这个突
如其来的质疑，我不但没有制止，而是追
问：“是啊！阳光怎么能采集呢？大家有
没有办法采集阳光呢？”问题一提出，学
生们语言表达的欲求被瞬间点燃，各种
各样的办法层出不穷，对于阿佛是不是
大骗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教学中，
老师要鼓励学生质疑并善于追问，让学
生带着疑问去解决问题。

在有效拓展中迸发表达欲望。有效
的拓展不仅有助于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
语文课堂，也有助于提高学生表达能

力。在教学《少年闰土》这篇课文时，我
以作者对少年闰土的外貌描写作为切入
点，开展了“猜猜他（她）是谁”的拓展延
伸活动。先让学生们选取班上一名同
学，抓住其外貌特点写一两句话，写好
后，再将句子念出来让其他同学来猜。
刚一出示写话要求，学生们兴趣盎然。
活动中，他们不仅发言积极，而且自然而
然地学会了抓住人物的外貌特征进行描
述。有效的拓展延伸，教师首先得抓住
一个合适的拓展延伸的点，这样的点可
以是课题、作者、一句话、一个段落，也可
以是文本内容或文本意义。拓展延伸的
方式也很多，例如续编故事、填充内容、
仿写段落、写读后感、画说将来等等。

语文课程是学生学习运用祖国语言
文字的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
不在，无时不有。如果语文教师在教学
中处处留心，时时留意，将学生的表达欲
充分激活，学生一定会妙语连珠，妙笔生
花。

怎样才能有效、快速提升学生语
言表达能力呢？我们课题组一致认
为，组织多种形式的语言交流活动，
让学生在活动中交际，能有效提升中
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一、创新语言交流活动，夯实课
堂语言训练

1.常抓课前即兴式语言交流活动
课前，同样能开展有效的语言

交流活动，可以提升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其形式是多样的，如，课前
引导学生轮流推荐美文，让学生上
台朗读给其他同学听。其他同学听
后简单点评，一起加强语言积累与
交流；又如，课前可以开展一分钟的
即兴演讲，让学生们通过一分钟的
主题演讲活动，帮助其即兴组织语
言，进行语言交流。

2.重抓课中主题式语言训练活动
语文课堂是促进学生语言能力

得以提升的主阵地。语文老师应高
度重视语文课堂教学，开展好形式多
样的语言交流活动：一是紧扣教材，
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文本，进行阅读感
悟，鼓励学生运用句式练习说话；二
是鼓励学生练习角色对话，组织角色
朗读、角色扮演，表演课本剧等；三是
启发学生边读边想象，鼓励学生进行
课本的“补白”与思考表达，加强课堂
语用训练；四是针对课本呈现的不同
观点，进行辩论式的语言训练；五是
抓住语文课文中那些意犹未尽的地方，引
导学生扣住读写结合点，及时仿写、改写、
续写等，表达自己的情感。

3.巧抓课后开放式语言拓展活动
课后，语文教师也不能忽视学生语

言交流活动的创设与组织，针对课文的
学习，加强课外语言拓展训练。低年级
学生年纪小，可以布置口头的语言训练
活动。中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布置他
们进行练笔式的课外语言训练，如推荐
阅读与分享、补写文章的结局，续写或改
编故事、写读后感等等；还可针对课堂学
习，布置学生回家搜集资料，开展主题社
会实践活动，如主题调查、主题采访等，
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进行语言交际，提升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创新语言交流活动，拓展课外语
言训练

1.坚持每晚朗读辅导，创建作品公众号
课题组高度重视师生夜读工作，成立

了师生夜读微信群。目前，“小小朗读者”

这个师生夜读群已经组建八年多了，
群里每晚都有师生自觉进行夜读打
卡。每晚，值周的辅导老师都会进群
布置当天的朗读作业，推送优秀朗读
作品，让学生模仿练习。对学生每晚
提交的朗读作业，辅导老师进行细致
点评，认真辅导学生。我们还开通了

“沅水童声”这一作品推送公众号，定
期录制师生朗读作品，推送在公众号
上，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与欲望。

2.加强语言社团训练，办好学校
广播站

学校有成立专门的语言交流活
动社团“沅水童声”朗读社团。这一
社团，学校安排了以郭云兵老师为主
的辅导团队，每天利用课后服务时
间，进行语言交流活动的辅导；学校
还给课题组增加了朗读训练资金，更
新语言活动训练的设施设备，成立专
门的语言训练活动室。我们还用心
办好“沅水童声”广播站，经常开展主
题活动，让孩子们用声音传播学校办
学思考，宣扬办学成绩。

3.开展语言表达活动，夯实训练
主阵地

每逢节假日，我们会开展主题
交流活动。如妇女节“感恩父母”的
诗朗诵等；学校大型活动，师生的语
言交流活动更要跟上。如“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班级诵读
赛、“校园故事大王”评选活动等；我

们的语言交流活动还会延伸到家庭与社
会。如2022年春节，学校“沅水童声”朗
读社团和本县电视台一起，走进家乡传
统工艺家庭，一起了解家乡特产“剪市豆
腐”的制作过程，引导孩子们用语言表达
的方式去推广家乡特产。今年暑假，孩
子们在央视参加比赛前，同样用语言推
介了家乡文化。

4.搭建语言展示平台，提升办学影响力
用竞赛激励学生，给学生自我展示

平台，他们能成长更快。这些年来，学校
多次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语言竞赛活
动，让学生亮出自己，也取得优异的比赛
成绩。

我们在研究中也有困惑，产生新的
思考。但我们更相信，只要用心，我们定
能做得更好。(本文是湖南省教育科学

“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立项课题“在语
言交流活动中培养学生表达能力的实践
研 究 ”的 研 究 成 果 ，课 题 批 准 号
XJK21CJC053，编号：ND214266)。

有效激活学生的表达欲望
长沙市岳麓区周南学士实验学校 李琴

让小学生快快乐乐写作文
岳阳县柏祥镇柏祥小学 付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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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应
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生活，努力为学生
创造作文空间，让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中
写快乐的生活；在亲身经历的事情中写
难忘的记忆；在奇妙的想象中写多彩的
梦想……笔者任教小学语文多年，一直
倡导让孩子们快快乐乐写作文。

一、走进生活，做生活的有心人
学生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对

生活的感知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作文
教学时应把学生领进绚丽多彩的现实
生活中，让他们用全心去拥抱生活；用
心灵去感受生活；用真情去赞美生活，
与生活交朋友，做生活的有心人。如：
下雪时，要把学生带出教室，让学生去
看雪，去玩雪。春天来了，要把学生带
到大自然，让学生去感受春天，去品味
春天。作文离不开生活，生活需要作
文，把作文教学放回自然，让生活回归
课堂，这样的作文应是丰富多彩的；应
是朴实无华的。

二、乐于观察，用心观察自然
教学中要激发学生观察事物的兴

趣，教给学生一些观察事物的方法，引
导学生把观察到的东西真切地写下来，
并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要善于指导
学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事情；善于从
现象中看出本质来；善于捕捉平凡事情
中的闪光点，并有自己的见解和体验。
在实际的教学中我十分重视学生这方
面能力的培养。如：指导学生写有关环
保题材的习作。我先是提前一周让学
生对周围环境进行调查，让学生从调查
中了解环境污染的原因；从调查中知道
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从调查中使他们懂
得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最后指导他们
把调查过程和自己的想法用文字表述
出来，进行适当的修改。再如：指导学
生进行有关动物题材的习作训练，作文
前我并没有教他们怎样写它们性格特
点、生活习性等，也没有告之他们这是
一次习作训练，而是教他们怎样去观察
自己喜爱的动物，并做好观察记录，感
兴趣的同学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
它画下来，目的是让他们轻松自在，无
拘无束。作文时，我先是让学生把自己
的观察过程说给全班同学听，再由同学
进行点评。然后请出有画自己喜爱动
物的同学展示他们的画，并把创作过程

说给大家听。最后教师总结，指导学生
把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整理、加工，再上
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这种作文既能培
养学生观察周围事物的能力，又能提升
学生的写作欲望。

三、拥抱想象，放飞想象的翅膀
想象作文是对未曾经历无体验的

事，凭借想象假设情况，再通过创造新
形象的过程把假设的情况写下来的一
种作文。想象作文不仅能激发学生的
作文兴趣，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创造性思
维。教学时应极力抓住能触发学生展
开假想的诱导物，让他们“想”之有物，

“想”之有据。让他们在想象中开发智
力，在想象中发明创造。如指导学生写
一块石头、一件衣服、一棵小树、一个玩
具等，都可以通过想象让它们“活”起
来，让它们有语言、有行动、有思想。只
要让它们“活”起来，学生的想象翅膀就
展开了。孩子的思维是活跃的，只要积
极唤醒孩子表达的欲望，挖掘孩子想象
的潜能，那么我们就能从孩子的笔下看
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四、勤于练笔，养成良好的习作习
惯

良好的习作习惯就是勤于练笔。
勤练笔是培养学生动手组织语言能力
的重要手段，只要抓住事物特征经常练
习，头脑中就会积累作文素材，以后写
起作文来就得心应手。当然，良好的习
作习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
教师指导、监督学生每天坚持写日记，
记录自己成长的每一天，并要求学生经
常翻读自己的日记，让他们在日记中看
到自己成长的足迹，从而产生习作的兴
趣。指导学生写读书笔记也是一个好
方法，学生可以在读书中增长见识，陶
冶情操；在笔记中养成习惯，提高能力，
从而增强习作的信心。再者，可以有目
的地增加学生训练的机会。除课本上
所规定的训练次数外，教师就应在不加
重学生课业负担的情况下，有目的地进
行适当的训练。如续写、改写、仿写等，
对每次训练教师都应认真指导，精批细
改，真正让学生练一次是一次，练一次
进一次，从而提高习作水平。

快乐中有作文，作文中有快乐，让
快乐为孩子走出作文困境开道，让孩子
的心灵在快乐的天地之间自由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