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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设定

我们都知道教学目标对于一节课的重要性，一节课是否设计

得当主要看教学目标是否适合。以前我们设计教案时，着眼点通

常是放在让学生读懂文章的主题思想、体会人物的精神品质，这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语文教学的目的，使得我们的语文课越

来越像思品课。语文本体性的知识比如字词的掌握理解、语言文

字的运用等，这些原本应该要在我们教学中着重体现的目标往往

被忽视，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有些孩子基础知识会如此薄弱，原因

就在于教师自身对于这些本体性知识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这些

本体性知识都过于简单，孩子们一定能够掌握。殊不知，正是因为

在教学目标中对本体性知识的不重视才使得孩子们的语文水平

和技能提升得这么慢。在设计口语交际《谈谈爸爸妈妈的爱》时，

笔者设定的教学目标如下：（1）在交流中学会倾听同学的表述，善

于表达自己的感受，能够大声流利地叙述事件，提高口头表达能

力。（2）在原有的情感体验上，在回顾“爱”的主题的课文中，在师

生交流、生生交流中感受父母之爱的伟大、无私、无声，感受爱的

多种形式，学会用具体的事例表达真情实感。（3）使学生学会体谅

自己的父母，关心父母，做懂事的孩子，时时、处处回报父母的爱。

语言是语文的基础，口语交际课是比较难上的一类课。此次设计

的三个目标中前两个是“本体性教学内容”，第三个目标则属于

“非本体性教学内容”。但是前两个目标都是比较基础的、常规性

的教学内容，比如让孩子们尽情叙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孩

子们通过调动已有的语言积累来进行表达。最后一个“让学生学

会体谅父母、关心父母，在生活中做懂事的孩子，时时、处处回报

父母的爱”这是许多涉及亲情有关的文章都会设定的教学目标。其

实中段语文教学可以进一步培养孩子们的语言表达技巧。因此，

如果我们在设计教学目标时都能围绕本体性教学内容来设计，重

点训练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就一定能大大提高我

们语文课的教学效率。

二、内容选择

液体的溶解度是有限的，孩子们一节课对知识的吸收也是有

限的。一节 40 分钟的课所选择的内容也是有限的，因此，本体性

教学要求在内容选择上宜精不宜多。过多的学习内容不仅会加重

孩子们的学习负担，同时也会加大教师的教学压力。比如笔者在

指导孩子们写《我敬佩的一个人》的习作时就要求孩子们只写一

件事，但这件事必须要写具体，要能够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让人

感受到自己的敬佩之情。中年级孩子作文要一次确定一个主题，

到了高年级才可以进行综合运用。在用一件事表达时一定要有重

点，不要面面俱到。又比如在上《北京亮起来了》这一课时主要是

让孩子们会读生字词，能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前面三段，在上课

的过程中笔者一直围绕着预先设定的内容进行执教，并没有过多

深入讲解思想内容。等到课快要结束的时候，再通过一幅图让孩

子尝试背诵，发现孩子们基本上都能背出来了。这就是踏踏实实

教语文，教基础性的知识，也就是“本体性知识”。

三、实践操作

语文本体性教学建议按照“认识—实践—总结”的程序设计

教学流程，而且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实践”活动时间。“实践性”是

语文课程的一大特点。教师必须明白，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在语文

实践过程中“习得”的，不是教师“讲会”的。另外，像在执教《我想

发明的机器人》这一节口语交际课时，也是预留了大量的时间给

孩子们进行口语表达，明显感觉到孩子们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想象力超级丰富，许多机器人的功能设定让笔者感到惊叹，这正

是因为给了孩子们充分实践的机会。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教师，必须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更新自

己的教学观念，提高自己的教学素养，用更开阔的眼界、更深厚的

文化底蕴去探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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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设计是语文教学中至关重要的一步。2013 年《小学语文教师》第 1 期百家讲坛中吴忠豪教授鲜明提出

“语文课需围绕本体性教学内容组织教学”。他认为,本体性教学内容包括语文知识、语文策略（方法）和语文技能,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

育、多元文化的学习、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等属于非本体性教学内容。语文教学围绕本体性教学内容进行组织教学,必能大大

提高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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