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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地方？
生： 都是先说小伙伴怎么说， 再说小伙伴们怎么

做。
师： 现在我们也要来学着当当小诗人， 大胆想象

荷叶的小伙伴还有谁， 会怎么说， 怎么做？
【出 示 句 式 ： 说 ： “荷 叶 是 我 的 。”

（他） 。】
师： 你们先想好了， 对同桌说说， 再说给全班同

学听。 （学生互相练习说话）
生1： 荷花说： “荷叶是我绿色的裙子。”

生2： 小蝌蚪说： “荷叶是我的遮阳伞。”

师： 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 刚才同学都说了小伙

伴怎么 说， 那 你 们 还 可 以 继 续说 说： 小 伙 伴 怎 么 做。
看看谁厉害能说完整。

生3： 花蝴蝶说： “荷叶是我的舞台。” 蝴蝶 扇 动

着翅膀， 在荷叶上翩翩起舞。

生4： 小蝌蚪说： “荷叶是我的遮阳伞。” 小 蝌 蚪

在荷叶下自由自在地游玩， 多开心啊！
……
和低年级语文教材中的许多课文一样， 《荷叶圆

圆》 中的 四 个 自 然 段 的 构 段 方式 非 常 简 单 而 且 相 同，
教师利用课文的这一特点， 引导学生认识这些自然段

的结构特点， 鼓励学生仿照课文的段式， 进行说话训

练。 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 这些学习内容是富有创造

性的， 有着较大的难度， 所以， 教师在教学时， 显得

特别的精细和小心， 安排了富有梯度的引导步骤， 而

且， 在学生说的过程中， 也不要求一步到位， 而是分

步练习， 分层达标。 从以上的教学中， 我们可以看出，
在低年级进行简单语段的教学， 不但有可能而且很必

要， 其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师对语段的选择和教学过

程中的引导。
（作者单位：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南门学校）

有幸观摩了 “首届 ‘新课堂·新教师’ 海峡两岸基

础教育交流研讨活动”， 受益匪浅， 尤其是上海

师大吴忠豪教授的讲座 《语文课程改革的方向》 给我

印象最深、 启迪最大。 吴忠豪教授认为， “语文课程

的教学内 容 分 为 两类： 一 类 是 语 文 本 体 性 教学 内 容，
一类是非本体性教学内容。” 那么， 除了没有争议的诸

如 “生字新词” 类的基础性教学内容外， 我们该如何

来提炼出具有本体性语文特征的教学内容？ 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在单元结构的共性表征中觅得本体性教学内容

人教版语文教材的单元结构基本由单元导读、 课

文 （文本内容与课后练习、 小练笔）、 词语盘点、 口语

交际与习作、 回顾拓展 （含交流平台、 日积月累与趣

味语文） 构成。 虽然从总体而言， 它是围绕人文主题

构成单元， 语言训练的内容不是十分明显， 但也有一

些单元例外。 另外， 更重要的是， 通过通读整组课文

的各个组成部分， 可以从中发现共性化即被强化的语

言表征， 从而确定具有语文本体性的内容。 比如人教

版第十一册第一组， 我们可以进行列表分析。

◎傅书基

寻觅本体性教学内容的策略

注： 此文荣获 “首届 ‘新课堂·新教师’ 海峡两岸基础教育交流研讨活动” 征文评选特等奖

编辑部介绍：念育琛，《新教师》编务，负责通联编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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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 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联想和想象字

眼的突出， 所以， 笔者以为本单元的本体性教学内容

应是： 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 表达独特感受。 根

据这个内容， 我们在本单元各个项目的教学中， 就应

该突出联想和想象的学习实践。 以此类推， 第二组课

文本体性教学内容之一应是： 引导学生掌握体会关键

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的阅读方法。
二、 在独具特色的结构中觅得本体性教学内容

从文章学角度而言， 独特的结构布局往往是文章

的重要特 点， 而 这 也 常 常 可以 成 为 本 体 性 教 学 内 容。
它可以是整篇文章的结构布局， 可以是某些重点语段

的结构特点……教学中， 在多数的情况下， 不宜简单

地将这种结构特点作为文章学的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
而应该引导学生在阅读实践中去发现总结， 然后在即

时性的语用训练中以内化 （迁移）。 本组课文中， 体现

本体性内容的结构布局无处不在。
《山中访友》： 详略布局的独特， 如古桥与树林用

笔颇详， 而其余 “好友” 则是略笔而成； 首尾呼应的

妙处， 既点明拜访时间之长， 又升华了访友心情。
《草虫的村落》： 特定空间的描写与视觉的统领两

相结合， 每一处空间描写又注重比喻的插入； 暗示升

华中心的首尾呼应。
《索溪峪的 “野”》： 中心句段独立成段， 再辅以各段首

中心句， 结构上简明与严谨， 使人能迅速把握文本的内容。
如果教师能更细心研究文本， 更善于发现文本的

组织密码， 即使面对相同本体性的内容， 相信还有更

独到的发现。 比如， 《索溪峪的 “野”》 的谋篇：
走进张家界的索溪峪， 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字： 野。
山是野的……

水是野的……
山上的野物当然更是 “野” 性十足了……
在这样的山水间行走， 我们也渐渐变得 “野” 了起来。
在教学中，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运用跳读法， 快速

理出课文的总分结构， 接下来让学生从四个段落中心

句中去发现内在的层次关系， 体会 “更是” “渐渐变

得” 等字眼存在的妙处， 这样学生对于文本的结构特

点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 在最具传情达意效应的词句中觅得本体性教

学内容

属于 语 文 的 东 西， 最 终 还 是 体 现 在 文 字 表 达 上 。
除了以上的本体性内容外， 我们不能忘记具有传情达

意的独特词句， 尤其是那类在课文里反复出现且不停

地闪耀着文本特点的词句， 它们理应是本体性的教学

内容。 例如， 在古诗中， 曾让江南两岸春意盎然足以

穿越古今思念风尘的 “绿” 字； 让春色充满情趣， 烂

漫之状一起托出的 “闹” 字； 在散文中， 独特的人物

描写句， 推动情节烘托人物的环境描写句， 生动形象

的修辞句， 都是承载着传情达意的功能的本体性教学

内容。 对这类语句的认知、 实践、 迁移， 是我们小学

课堂教学的着力点， 具体而言， 如 《山雨》 中对声音

本体展开的形象比喻句， 还有如 《草虫的村落》 里的

拟人化词语： 左冲右撞、 打着招呼、 寒暄、 熙熙攘攘、
意味深长、 投机， 等等， 这些都足以凸显出本课的本

体性教学内容的价值。
四、 在不同语体风格的文体中觅得本体性教学内容

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语体风格， 而不同的语体风

格对教学的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以记叙为主要表

达方式的文章中， 出于对应语体风格的需要， 本体性

教学内 容 往 往 是 这 一 类文 章 的 布 局 形 式、 词 句 表达、
表达特色的品读、 认知、 实践与迁移。 在以描写为主

要表达方式的写景类文章中， 本体性内容主要是对如

何有层次的写景、 如何有技巧绘景与表达情意词句段

的发现、 想象、 体味与运用等。 至于说明性文章， 其

本体性教学内容则是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和谋篇

布局的清晰性， 并在特定情境中加强运用以达到内化

的目标。 在实际教学中， 有些教师常常将说明文等同

于记叙写景文章来进行教学， 按照 “确定对象———把

握内容———重点品读———积累背诵” 的模式展开。 这

样的教学忽略了说明文本体性教学内容， 缺乏对说明

文语言妙处的实践与运用， 也就容易造成说明文教学

效率的低下。
（作者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乐海小学 本专

辑责任编辑： 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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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指导文言文教学， 让学生 “会学” “乐学”？ 笔者认为， 文言文的教学可分为 “一读、 二译、 三析、

四评、 五练、 六诵、 七结”。 教师应重在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 真正做到 “授之以渔”。

———福建省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分校 林国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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