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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本体性教学内容，
创造扎实灵动的课堂

◆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苑小学    刘春霞

——《准时的登陆表演》教学反思

所谓语文本体性教学内容，就是反映这门

学科本质特征的、区别于其他各门课程的教学

内容，包括语文知识、语文策略（方法）和语

文技能等。在专家的引领下，结合自己的教学

实践，我对教学目标的定位和教学策略的选用

有了更新的认识。下面我就自己执教的冀教版

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准时的登陆表演》一

课，谈谈自己的收获和反思。

一、教学目标的确定：紧扣语文本
体性教学内容

《准时的登陆表演》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冀教版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中的

课文。本单元的主题是“神奇的大千世界”， 包

括《观潮》《龙卷风》《一封从南极寄来的信》

《琥珀》《准时的登陆表演》五篇文章和阅读链

接《求知·获智》以及一个综合学习。本单元是

一组科普文章，语言准确简明、生动活泼，或

说明，或描写，或叙述，既为我们描绘了丰富

的自然景观，又为我们揭示了大自然的奥秘。

《准时的登陆表演》是一篇精读课文，讲述

了澳大利亚菲利浦岛上仙企鹅准时登陆表演的

奇特景观，深入浅出地说明仙企鹅的准时登陆

表演源于体内的生物钟。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

对仙企鹅的喜爱、赞美和对神奇大自然的赞叹

之情。

本课是一篇科学小品文，语言通俗易懂，且

大量使用了生动的四字词语。“联系上下文，理解

词句的意思，体会文中关键词句表达情意的作用”

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简称

《课程标准》）第二学段阅读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

因此，依据《课程标准》要求，结合文本特点和

学生实际，我将本课教学重点定位在理解重点词

语的意思，积累并尝试运用和初步感知科学小品

文的表达特点上。基于四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

将本课的教学难点确定为学生能用自己的话叙述

文本内容，做到“清楚明白”“具体生动”。

二、教学环节的设置：围绕具体学
情及时调整

“教什么”确定下来了，下面就是“怎么

教”的问题了。如果说“教什么”是考验一位

教师对教材的解读能力，那么“怎么教”则是

考验一位教师的教学机智和课堂调控能力。

（一）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调整导

入方式

在课前交流的十分钟里，我的预设是和学

生一起做个《猜猜我是谁》的游戏，从而调动

情绪，活跃气氛，为顺利开课做好铺垫。但是，

在上课现场，我发现当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

的老师以及周围数千名观众，学生显得局促不

安。而且这节课是上午第四节，孩子们经过一

上午的奔波和等待，明显倦意十足，一进会场

就纷纷趴在桌子上休息。见此情景，我临时修

改了开场白，先让他们说说我这位初次见面的

第二届小学青年
教师语文教学观

摩活动专栏



教学观摩活动

25

老师和他们想象中的一样不一样，然后用具体

生动的语言向学生描述了我喜欢的小动物。这

样，既消除了学生对我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又

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感受到什么样的表达更有吸

引力。学生很善于模仿和学习，在让他们像老

师一样介绍他们喜欢的动物时，形象生动的语

言层出不穷。接下来，我才和孩子们做起了游

戏。看似简简单单的游戏，实则是经过了精心

的设计。三段游戏中文字的设置是有用意的：

前两段文字分别出自人教版教材中的两篇说明

文《松鼠》和《鲸》，意在让学生初步感知文艺

性说明文（科学小品文）和一般性说明文的语

言风格；最后一段介绍企鹅的文字，则自然而

然地引出了本课的主角仙企鹅。

（二）了解学生的实际困难，及时调整

教学流程

在“认读词语，纠正字音”环节，我原本

打算只让学生读一遍课文，然后抽出易错的词

语检查认读即可。但是，在实际上课过程中，

我发现孩子们读一篇完全陌生、四字词语多的

课文比较吃力，读一遍课文用的时间比我估计

的时间长很多。怎么办？是继续进行下面的环

节，还是停下来等等学生？当时，我的内心真

的是很纠结。最终，我选择了后者。认读完词

语后，我又让学生读课文，同桌之间互当“小

老师”合作朗读，及时纠正对方读错的字音。

尽管由于在这个环节给的时间比较多，造成了

课的后半部分进行得有些仓促，但我认为是值

得的。试想，一节语文课结束后，学生如果连

课文都不能做到读得正确流利，那后面的理解

和复述不就是空中楼阁吗？环节精彩固然重要，

但是扎实有效更为重要，这才是真正的以学生

为主体、视学情而教。

（三）围绕学生的学习难点，及时调整

突破措施

本节课的难点是让学生细读文本第四段，

练习用自己的话来复述仙企鹅破浪登岸的过程。

在备课试讲的过程中，我对如何突破难点进行

了反复斟酌。

1. 随文解词一举多得

在第四段中有个四字词语“步履蹒跚”，对

比学生不仅不认识，也不太理解。课堂上，当

一个学生说出大概意思之后，我追问学生在生

活中有没有见过“步履蹒跚”的人，学生们纷

纷联系生活说出“老人、残疾人、病人”，我继

续引导，学生又想到了“刚刚学走路的孩子”。

我顺势点拨：“你们觉得仙企鹅走起路来更像谁

呀？看来同样一个词，放在不同的情境中，能

表达不同的情感。你从这句话中体会出作者怎

样的情感？请你试着读一读这句话。”这样的设

计不仅帮助学生理解了词语的意思，体会到一

词多用的巧妙，感受到汉语的博大精深，而且

使学生和作者产生了共鸣，于是接下来的带感

情朗读就水到渠成了。

2. 段落结构一目了然

当引出第四段最后一句话“仙企鹅逗人的

模样，准时破浪登岸的奇观，看得游人如醉如

痴、赞叹不已”后，我追问学生“是什么看得

游人如醉如痴、赞叹不已”？孩子们很轻松地

找到“仙企鹅逗人的模样，准时破浪登岸的奇

观”。紧接着我出示了第四段文本，请学生再来

读读这段文字，找出仙企鹅逗人的模样和准时

破浪登岸的奇观分别指的是什么。学生比较轻

松地找出“逗人的模样”指“白胸黑翅的仙企

鹅，仿佛身着燕尾服的绅士，步履蹒跚，却又

整整齐齐”。“准时破浪登岸的奇观”指“当手

表向人们报告下午八时零五分来临时，海面上

奇迹出现了。抬眼望去，只见领头的仙企鹅首

先破浪来到岸边。接着，紧跟在它身后的几十

只仙企鹅列成长队，鱼贯上岸。它们全都站好

以后，‘领队’一声令下，队伍马上开拔，直扑

金色沙滩。一队刚刚离开，另一队又扑上岸来。

一队跟着一队，秩序井然”。这样环环相扣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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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加上课件里黑、蓝、红三种颜色文字的区

分，学生自然而然地就理清了本段“先分后总”

的结构，这也是我们设计的初衷。

本节课的另一个重点是通过对比阅读，感

受文艺性说明文（科学小品文）和一般性说明

文在表达手法上的不同。这个目标定位对于四

年级的小学生来说似乎有些拔高，但是我们仅

仅是让学生初步感知要说明一样东西，可以用

很朴实、很客观、很准确、很严谨的语言去说

明，也可以用充满感情、形象生动的语言去描

述。在课外阅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

进行不同的选择。学生通过对比，能够发现两

篇文章的不同之处。我根据学生的感悟及时帮

助他们总结梳理：《仙企鹅》这篇文章语言简洁

明了、具体准确，像一本工具书为我们介绍科

学知识。《准时的登陆表演》这篇课文语言生动

形象、饱含感情，像一本故事书为我们讲述了

一个科学现象，让冷冰冰的科学也变得温暖亲

切起来。我告诉学生，这样的文章被称为科学

小品文，并为他们推荐了法国昆虫学家、科普

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苏联著名科普作家

维 ·比安基的《森林报》，让学生课下继续去感

受科学小品文的魅力。

三、教学效果的反思：提升专业素
养和教学水平

反思整节课的教学，得意精彩之处、遗憾

不足之处皆有。

我从踏上讲台的第一天，就排斥假课，始

终信奉“自然真实的才是最美的”，所以无论是

在平时上课还是在各级各类公开教学中，我力

求的课堂永远是真实、接地气的，教师的语言

发自内心，和学生进行真诚的交谈。小语会郑

丹理事给予我的教学这样的评价：“刘老师的这

种谈话式的语言，很快就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

在教学中，由于教师的语言与身份，与学生处

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因此能够更有效地创设民

主和谐的课堂。”课堂语言与朗读语言、主持语

言是不同的，如果用朗读的腔调上课并在整节

课上一以贯之，那么再动听也会让人觉得不舒

服，这是值得我们每位教师注意和思考的。

小语会副理事长易进这样评价我的这堂课：

“字词教学考虑到了学生可能有的难点。从学生

课堂上的表现来看，教师找的难点是比较准的，

然后有重点地做了指导。在这个课堂上，学生比

较充分地发表了他们对文章的感受和收获。”听

了专家的点评，我的内心还是颇有感慨的。不知

道老师们是不是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在公开课

上，总想着在设计上多些亮点，多些新意，往

往忽略了语文基础知识本身，认为其没有多大

意思，不能给自己的课堂增色。其实课堂不是舞

台，并不是在秀老师的点子，而是为提升学生的

核心素养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扎实有效的设

计比哗众取宠的热闹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这节课让我感觉有所遗憾的地方，是在品

读了第四段之后，我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向别

人介绍仙企鹅破浪登岸的过程。学生之所以表

达得不够充分、不够精彩，主要是因为我没有

给予他们具体的指导。如果能再上这节课，在

进行这个环节之前，我会给学生提供一个语段

框架，让他们借助提示语练习复述：下午八时零

五分到了，仙企鹅的登陆表演开始了。首先      ，

只见它               ，接着            ，它们全都站好

以后                。相信有了这样的抓手，学生就

知道该从何入手了。

感谢这节课，它让我潜下心来深入挖掘教

材，力求把课备得更精更细；感谢这节课，它

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教学中哪些是需要

发扬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感谢这节课，它

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同行，结识了更多的精英。

一个人能走得很快，但一群人能走得更远。在

小学语文教学这条永无止境的路上，让我们携

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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