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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对语文课程定位为“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在
此指引下， 老师要在明确学段目标的基础上细读文本，
挖掘文本语用价值， 以学生为主体的语文实践活动中，
努力提升学生的语用能力。

一、提取文题的语用价值

语文训练无处不在，如文章题目来说，“明眸善睐第

一瞥”它短小精焊而内蕴十足；我们要拽住这根“绳”，
“放大”其内涵，提取其精髓。对学生进行扎实的语言训练。

课题《地震中的父与子》，经过“放大”我们可以得到

多个词语、词组或相关信息。例如：故事背景是地震及其

带来的破坏。 （地震）。故事环境是震后余震不断。 （地震

中）。 特殊环境中的父亲，救援者，爱与力量的化身。 （地
震中的父）。特殊环境中的孩子，受困者。（地震中的子）。
人物之间的亲子关系。 （父与子）。 聪明，还有吗？ （地震

中的父与子）。区区几个字的题目，同学们就能想到这么

多的词语，短语。 好棒哦！ 根据这些信息，请同学们再读

课文，借助刚才拆解出来的词语和短语，想想课文主要

讲了一件什么事？“了解事件梗概”是第三学段阅读的基

本要求，而题目往往是很好的引子。在学生细读题目后，
进行分解“拆词”再借助拆解出来的词语和短语说说课

文的主要内容。 培养学生读题目抓住主要意思的能力。
《课标》提出：“在阅读中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 ”教

师可在学生默读全文之后，让其借助从题目中解析出来

的信息，梳理文章的事情发展顺序。例：借助拆解出来的

“地震中一父一子”的短语，说说文章的发展顺序。 （地震

中———余震不停），（父———坚持挖掘救子），（子———坚

持等待父救援），父与子欣喜相拥。
学生借助题目梳理文脉，再引导学生回顾题目，进一

步感受题目和文本相映的好处。
范例引领，扩写文题。在前两个教学环节之后，从欣

赏的角度入手，引导学生对题目的创改。

师：给课题换个相近或更好的题目，谁来试试?
生：《地震中的爱》
生：《父与子》
生：《地震中的父亲》
……
为“用”而学，习得是关键，学而能用为真学。教学中

从欣赏的角度入手，引导学生加深对文本拟题特点的理

解。 培养了学生语文的素养。
二、关注课文开头的信息情感

往往一篇文章的第一句或第一自然段就是“戏曲”中
的第一通锣鼓，很有分量尤其重要。 它是凝结着作者的

心血，是课文内容的线索所在。 老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

又怎能轻易放过它们呢？ 课堂教学活动时，我们要特别

重视。 如：
师：同学们，读读课文《桂林山水》的第一自然段，也

是第一课文的第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想一想你们从

中能读出什么信息及情感来?
生：桂林山水天下第一，我好向往。
生：桂林的山，桂林的水，是怎样的敢称天下第一？

我好想一饱眼福。
师：那下面请同学们认真阅读全文，看看作者是如

何把桂林山水堪称天下第一以及你们“向往"的情感表

达出来的。
又如《观潮》教学，如下：
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课文第一句“钱塘江

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 ”说说读出什么信息

来？
生：钱塘江是 天下奇观，我好想去看看。
生：好惊喜。 大自然如此壮观，堪称天下奇观。
生：我想去看看……
师：嗯，老师也想去看看，让咱们一起读读课文，一

把握“节”点 方能“用”得妙
———以《地震中的父与子》为例

陈少霞
（福建莆田仙游大济洋坑小学 福建 莆田 351265）

【摘要】语文核心素养是指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在不同的语文教育教学环
节，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语文教育资源的整合，创新语文教学方法，实现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 语用教学倡导提
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是小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重要方式之一。作者结合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实践，在具体教学中尊
重学生感受与体验，奠定情感基础；强调审美与鉴赏，放飞学生思维；强化实践与探索，引导学生举一反三，真正落
实学生的核心素养。
【关键词】创新语文教学 语用价值 信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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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欣赏作者是怎样把钱塘江大潮堪称天下奇观以及你

们“向往”的情感表达出来的。
三、挖掘关键词的语用价值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引导学生习得语言

文字运用之法，文本的充分解读是不可惑缺的，语文课

上，教师应留给学生一定的读书时间，让学生多读，充分

地读。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谓读得熟，则不待

解说，自晓其义也。 ”学生课堂上朗读后的语用教学，关
注的是学生能够将学习到的语言运用到实践中去，而这

个目标实现的前提是能够准确地掌握对应的语言文字

内涵。也就是说，在小学语文实际教学的过程中，要关注

实际语言表达方法和句式成分， 还要关注表达的艺术

性，引导学生增强对实际语用的感受和体验，奠定夯实

的情感基础，由此达到良好的语言教育教学效果。 在语

文实际教学中， 教师都倾向于要求学生对文本进行预

习，由此对实际文本内容形成初步感受，在此环节关注

的是学生整体的感知能力。随着阅读的焦点演变为词汇

句子的时候， 学生实际对文本的感知度会得以增强，此
时对实际文本情感的体验也更加深刻，这对培养学生语

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文本，发现文中语言之河，
言语之妙，并引学生去发现、去运用。如文中有三个都带

着“废墟”这个词特殊的句子。
①那个昔日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的漂亮三层教学

楼，已变成废墟。
②他坚定地站起身，向那片废墟走去。
③看到这片废墟，他们痛哭并大喊……
（一）积累语言素材

“废墟”什么意思？ 借助词典说说。 (荒芜，衰败)。 联

系生活及文中的语句、插图说。 (村庄或城市遭受严重破

坏后的残垣断壁的场面)。 城市或村庄遭受灾害后变成

的荒凉地方。 “废”与“费”有什么不同？ “ 费”是指有用的

东西（如时间）用掉或浪费。 “废”指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失

去效用的东西。是啊！他们音相同，字不同，意义也不同。
请准确书写这个词。 书写识记。

学生借助词典，联系生活及文中语句，插图等进行

建构，既复习了学过的词语的方法，又可以积累词汇，这
是落实阅读基本要求的有效保障。
（二）训练推想能力

“推想课文中有关词语的意思”，借助关键词，逐步

培养学生的推想能力，是一种高阶阅读能力。 高年级的

学生借助词典，联系生活及文本，基本上能理解“废墟”
字面上的意思， 但词语背后的丰厚内涵需要老师引导，
逐步推想，方能领悟。 例：看到“废墟”，想象看到了什么

画面？ 倒塌的建筑。 断裂的桥梁。 扭曲的道路。 还有什

么？ (比如：听到的、闻到的、感到的)听到嘶哑的哭声、叫
喊声、惨叫、悲号。哭声、喊声、雨声、风声。闻到太多的死

尸，太多的鲜血，太多的眼泪，太多的伤心欲绝。 感到到

处是尸体，到处是残肢，整个城市仿佛被硬生生的拉入

地狱的最底层。齐读“一片”废墟；“那片“废墟；“这片”废
墟。注意突出“一片，那片，这片”。齐读，“一片”，“那片”，
“这片”加重了语气。 很好，你们加重了“一片，那片，这
片”的读音。 突出“废墟”这个词去读，试试看。 齐读这三

句话，对“废墟”加重了语气。
基于关键词的推想，培养学生敏锐，延伸的推想能

力。 而学生在不同的词语上加重语气就会有不同的效

果。 如此一来，步步推想之中引领学生一步一步深入感

受地震后的荒凉凌乱，以及在“废墟”之后呈现出的众生

相。
（三）领悟表达方法

借助关键词的学习，可以有效地使抽象的表达方法

转化为学生可感可知的内容。“废墟”前：大家怎么说？是
怎样做的？ “我的儿！ ”“我的女儿”哭喊后绝望地走了。
“太晚了，没希望了。 ”“太危险了，快点离开。 ”面对“废
墟”，父亲说了什么？ 做什么？ 一句话也没说。 坚持在废

墟上，不停地挖。假如此时你就在这片废墟上，你会产生

什么样的感觉？绝望地离开。是的，会绝望极了，还有吗？
请你离开。 伤心极了。 还有吗？ 马上回家。 ……再齐读

这三个句子。 (你想说些什么？ )众人的绝望与放弃。多么

伤心俗绝，悲痛万分。父亲的坚守。 父爱如山啊！ ……学

生在这种感受的基础上，进而理解作者是如何借助“废
墟”来营造环境，烘托人物的。

四、回顾写法中的语用价值

为“用”而教，教材是例子。在学完课文后，可以让学

生迁移运用习得的写作方法进行随文仿写。 如：
师：回忆一下，学了这篇课文，我们学了哪几种描写

人物的方法。
生：语言，动作，神态。
师：课文具体是怎样描写的，找一找，读一读。
生：“谁来帮助我”，“你是来帮助我吗？ ”
生：“儿子在等着我”
师：从父亲的话中体会到什么？
生：是位重承诺，有责任心的好父亲。
生：“爸爸，是你吗”
……
师：体会到父子的信任。
生：儿子在废墟下坚定地等着父亲。
师：这是一对世上最信任的父子。 父亲坚定地挖了

36个小时的废墟，因为他坚定儿子还活着，那么在废墟

下等了 36个小时的儿子又是怎样安慰鼓励 14个孩子

度过的，请发挥想象，运用课文描写人物的方法写写儿

子在废墟下的画面。
（学生写……老师巡视）
生：作品点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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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将这些数学知识吸收进去。以MPCK角度对分数的

初步认识单元内容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并运用到课堂

教学，总体效果还是可以的，有效缓解了教学设计与实

际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使学生较好地认识了解了简单分

数。
（三）但教育又具有特殊性，每个班级是不同的，学

生也具有特殊性，以 MPCK为视角来对数学知识进行分

析，也需要根据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学生来思考问题，根
据实际情况分析可能遇到的困难，再寻求解决学生困难

的方法，这个过程更有助于教师理解专业知识，不断的

生长和发展新专业知识。这是笔者这次研究中没有较好

渗透着重的地方，需今后完善和改进。
五、结语

“分数的初步认识”单元教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又与整数相区别，学生会产生认

知冲突，笔者试图以 MPCK视野来研究分数的初步认识

单元内容， 主要对这一单元的教材与学情进行分析，以
此为前提来探讨如何有效进行教学设计，并运用到实际

教学中，观察成效。
研究后，笔者发现 MPCK这一全新的视角对数学教

学设计有重要作用，它丰富了笔者自身的 MPCK，有效

缓解了教学设计与实际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此次研究

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还是需要不断地完善

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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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他们对出纳岗位的直面认知， 直接让他们动手，然
后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

四、结束语

结合《出纳业务操作》课程的特点，坚持以学生为中

心，本文的课程组教师们在多元化生源教学方面进行了

一些探索实践。会计专业要继续深化课程改革建设，坚持

内容为王、平台导向、考核多元的原则，围绕重点和难点，
层层递进， 打造真正意义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激活创

新能力的高品质金课，实现实践创新的教育强国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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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细无声”学生在“例子”的作用下，不仅提高了

学习语言表达的能力，最终还达到“练成阅读和作文的

熟练技能。 ”
总之，“语文教育的整个过程就是要致力于帮助学

生了解并建立人的生命活动和言语表现之间的紧密联

系。 ”正是对这种联系的自觉探寻，这样的探寻，必将为

核心素养下的语用教学开启更为宏阔、更为精致的生命

视野。 让我们学生浸润于语言文字之中，在品读鉴赏中

去挖掘文本语用的着力点，把握语言表达方式，凸显文

本语言的精彩点，让我们的语文课堂散发浓郁的“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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