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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静态到动态，及形、色、香几个方面体味荷塘在

月色下特有的素淡朦胧景象，讲解作者如何借叶、花、云、

树写出月光的轻柔和月色的韵味，课堂效果更佳。由于

这几段文字状物工细传神，语言秀丽朴素，比喻新颖贴切，

富有诗般的魅力，极易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此基础上，

进而指导学生深入探究：环境是如此静美，朱自清的内

心为何“不平静”？至此教师只要略说“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的原因，插入时代背景材料的介绍，学

生就理解“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令我到底惦着

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懂得寓情于景的写法是如

何将素雅朦胧的景色与淡淡的喜悦和哀愁融为一体的。

这样先着重品味意境美，再来把握作者感情发展变化的

脉络，最后把景与情联系起来，就能弄清作者观景的线索，

也能体会作者的感情线索。让学生从中受到教育，学到

写景的技巧。

从“环境描写”切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小说的主题。

小说是近几年高考中文学类文本板块重点考查的文

学体裁，基本上是与散文交替出现，教学方法一般是从

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入手，把握作品的主题。而同为

小说三要素的“环境”容易被学生忽视，因此，部分小

说教学也可尝试以环境描写为突破口，解读主人公的性

格特点及命运，从而达到揭示小说主题的目的。

如高尔斯华绥的《品质》，这篇小说写一位诚实敬

业、热爱自己技艺的鞋匠格斯拉，他宁肯饿死也不愿降

低靴子的质量，以此表现出底层劳动者高尚的劳动道德。

小说中多处运用了环境描写，因此我们可以先让学生找

到描写店铺的段落（第二、八、二十八、五十四小节）；

然后让学生重点朗读这些段落，概括格斯拉的店铺具有

怎样的特点，同时指导学生通过前后环境描写的对比，

看看店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接着设疑“店铺为何会

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学生自然会得出“店铺的变化象

征了主人公生活、命运的变化”的结论；最后，教师再

铺设一两个问题，如：“格斯拉制作的靴子质量上乘，

为什么生活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如果你是格斯拉，

你会如何抉择？”这样，小说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和主题

就迎刃而解了。另外如《最后的常春藤叶》、《一滴眼

泪换一滴水》等小说均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

正所谓“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

只能使课堂变得枯燥无味，因此，只要是突出重点，能

为学生构筑理解课文的最佳思维流程的教学方法，我们

都应去尝试。而在阅读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根据教材特点

及学生实际重新确定讲读顺序的“变序法”, 不仅有助于

学生深刻理解课文内容和主题 , 而且能有效地提高他们

的写作水平。

写字是小学阶段一项重要的语文基本功训练，

写字的能力与习惯是学生语文基本素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小学生的写字姿势，包括执笔姿势和书写坐

姿的正确与否是影响学生写字质量、写字能力的重

要因素。而学生正确书写姿势的培养，既是书法老

师的职责，也是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现状解读

我通过对小学生握笔姿势的现状调查，发现在

小学生群体中存在的这些不良书写姿势特别多。这

些不规范的书写姿势不仅影响到学生的书写速度和

美观，也给学生的身体发育带来不利影响。错误的

执笔姿势，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大拇指包扣式、

毛笔握笔式、拇指尖和食指尖轻捏式。而错误的书

写坐姿，主要有头歪、肩斜、背弯，脚未放平等。

对于书写姿势来说，不规范的执笔姿势是因，错误

的书写坐姿是果。如果不从执笔姿势这一源头加以

纠正，书写坐姿的纠正往往无法落到实处。

二、成因分析

1. 执笔过早。不少学生最早的执笔时间都在读

幼儿园之前，这时家长往往没有正确执笔的意识，

缺乏必要的执笔指导；到读幼儿园时，老师也往往

未能多加关注。久而久之，孩子错误的执笔习惯一

旦形成，所产生的“动作定势”必然会影响到他在

小学阶段对执笔姿势的学习与掌握。还有部分家长

望子成龙心切，读幼儿园时就把孩子送进毛笔书法

培训班，使孩子把毛笔的握笔姿势与硬笔的握笔姿

势相混淆，形成了错误的执笔姿势。

2. 课业负担重。不少学生低年级时执笔姿势相

对较为正确，但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学业负担

有所加重。写字时笔越拿越低，头也越来越低。孩

子的手指关节正在发育过程中，很难进行长时间的

书写练习，作业多了，写累了、做烦了，就不注意

握笔姿势了。往往怎么方便怎么来，久而久之，把

正确的握笔姿势放在脑后，慢慢地，习惯也就形成了。

3. 教师忽视。不少教师不重视或无暇顾及学生

执笔姿势的养成教育，没有及时提醒学生注意握笔

的姿势，没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纠正不良的握笔姿

势，平时只重视知识教学，只关注学科质量，只把

着眼点落在把字写正确、写漂亮上，至于执笔姿势

就很少关心。甚至有个别老师，自己的执笔姿势也

是错误的，教育学生就根本无从谈起。

三、实施对策

1. 知晓利弊，提高认识。让学生认识到书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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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正确将带来许多不良后果，这是

让学生引起重视的关键。一开始，我

再三跟学生讲道理，告诉他们不改正

错误的执笔姿势，今后会引起驼背、

近视、脊柱弯曲等，但收效甚微，很

多学生还是无动于衷。而后，我从网

上收集了一些因近视、驼背等给生活

带来不便的图片和视频播放给学生

看，看着这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片，

学生真正认识到了正确书写姿势的重

要性，从思想上引起了高度重视。

2. 讲明要领、示范引路。正确的

执笔方法是：食指与拇指的端部轻捏

笔杆，离笔尖约一寸处，中指的第一

指节处顶住笔杆，无名指和小指自然

弯曲垫在下面，笔杆上部靠在食指根

部的关节处，笔杆与纸面保持 45 至

50 度角。执笔时除拇指外的四个手指

一个挨一个自然地叠在一起，不疏松

拉开，掌心尽可能虚，即做到“指实、

掌虚”。在教学时，我一边讲解，一

边通过实物投影仪给学生做示范，让

学生逐句理解、领悟动作要领，学会

正确的执笔姿势。为了使学生便于掌

握“手要握在离笔尖一寸处”这一要

领，我提醒孩子们拿铅笔时，手握到

铅笔卷过的边缘，差不多刚好是一寸，

拿水笔时，手握在黑色橡胶的地方较

合适，有些笔没有明显的标记，我先

让学生量一量，然后在笔上做上记号，

这样握笔就不会偏低了。

正确坐姿的要领是：“头正、身直、

臂开、足安。”头正，就是头部端正，

不要左右歪斜，使眼睛离纸约一尺；

身直，就是坐端正，腰挺直，身子稍

向前倾，胸部离桌沿一拳左右；臂开，

就是两肩齐平，两臂张开，肩部放松，

一手执笔，一手按纸；足安，就是两

脚自然下垂，分开平放地上，不要一

前一后或叠在一起。要做到这八个字，

我要求学生必须先放平椅子。坐在椅

子上时，只坐在椅子前半把，才能达

到正确的坐姿。

3. 持之以恒，随时提醒。学生

正确的书写姿势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因此，在学生掌握要领的基础

上，每次写字前，我都反复加以强化。

每一次翻开作业本写字时，我都要让

学生先做好正确的执笔姿势并同桌检

查，然后背一背八字诀：“头正、身

直、臂开、足安。”边背边检查自己

相应的动作是否规范。最后才可以动

笔写。不少孩子写字的前五分钟往往

能坚持，五分钟后又是怎么方便怎么

来了。于是我加强巡视，发现一个纠

正一个，一会儿提醒这个抬抬头，一

会儿提醒那个双脚放平……

4. 树立榜样，多加鼓励。对于学

生来说，在写字时保持正确的书写姿

势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事，加上收

效的时间较长，学生容易产生厌倦和

畏难心理。一些学生刚开始时积极性

较高，一段时间后兴趣不大了。针对

学生的这种心理，我采用了奖励的办

法，在学生做作业时，如果巡视中发

现某个学生书写双姿都很规范，我总

是及时加以表扬：“大家看，XXX 的

书写姿势多端正呀！”并用随身带着

的“大拇指”印章在作业本上盖个章，

到学期结束，谁得到的“大拇指”章多，

谁就能评为“班级书写姿势示范生”。

5. 多科共管，家校联动。学生正

确书写姿势的养成，光靠一位老师单

兵独战往往势单力薄，因此我联合班

级任课老师，共同关注学生的书写姿

势，在各学科中都采用奖励“大拇指”

章的方式，促使学生在各学科中都重

视书写姿势，从而养成习惯。同时，我

重视发挥家长的作用，家校联动，通过

“告家长书”的形式，教给家长正确

的书写姿势，引导家长对孩子的书写

姿势多加关注，并在每天的作业登记

本上给孩子在家的书写姿势进行打分。

并在晨谈时把家长的打分情况进行小

结，表扬优秀的，提醒做得不够好的，

特别表扬有进步的学生，使每个学生

在家也能注意正确的书写姿势。

6. 作业随堂，减轻负担。为了

不使学生错误的书写姿势有抬头现

象，我常常把课堂作业分散到课堂

中完成，每节课给学生留下充分的

写字时间，并让学生在有教师指导、

督促的环境中书写，既能做到正确

的书写姿势，又保证了作业的质量。

对于课外的作业，尽量做到精简，

减少学生因疲劳而影响正确的书写

姿势的机会，防止不良书写姿势的

反弹。同时，作业量少了，学生也

相对认真些。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说过：

“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学生不良执笔

姿势积习太深，一时难以见效。只要

老师能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家长

认真配合，学生正确的书写姿势肯

定能逐步养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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