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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_E6_97_A5_E9_98_85_c65_106164.htm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

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工具性和人文

化的高度统一，因此，学好语文对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

青少年学生来说是最起码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怎样才能

学好语文？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培养学生的语感

是最重要的路径。 《语文课程标准》在“基本理念”部分强

调“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在总目标中又要求在阅

读方面注意“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然后在

各个阶段目标中再对此加以具体化，导向是很明确的。著名

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强调“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

的语感。”所谓语感，就是读者或听者通过听人讲话或阅读

直接感知语言，是学习、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一种敏锐感

知力，也是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标志。怎样在教学中培养

学生的语感？我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运用新的课程理念，做了

一点尝试。 一、从优秀的篇章中感知、积累、丰富语感。 汉

语是世界上最美、最丰富的语言，鼓励学生读背一些文质兼

美，情文并茂的篇章，是学生积累知识、培养语感的很重要

的途径。 1、听说结合，感受语言魅力，培养语感。“听话

是凭借语言、理解说话者所讲的意思。听的言语活动不是机

械、被动地接受和简单重复反映信息，而是积极主动思考，

重组语言材料，创造性地理解和接受信息的过程。”可见，

听是接收信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鉴于此，在语文课堂上，

我们举行了课前美文欣赏活动。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接收优美



的语言，经过大脑的加工后，对听到的美文进行评价，表达

出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在教学中要积极帮助学生端正听的态

度，培养学生多听、会听，在听中积极、感知语感。如此经

常练习，学生的语感能力就会不断提高。 2、读写结合，培

养语感。阅读是提高学生人文底蕴、提高语文能力、培养积

累语感的有效途径。多读、熟读、读后深思，能有效地激发

语感。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讲的就是诵读的效果。

古时的私塾先生们就很看重诵读，他们要求学生反复读，仔

细读，做到熟读成诵。“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便是对诵读的评价。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诵读中语调、

节奏、语流反复刺激，便在学习者特定的精神上留下“声音

映像”，这种内在的映像遇到外界的刺激，熟悉的语言流便

自然而然地从记忆中溢出。 学生在读中获得感知之后，还要

进一步要求他们展开联想与想象，加上自己的理解、看法及

独特的情感体验进行必要的练笔，来巩固读的成果，这样，

良好的语感就会在读中得到积累，在写中得到发展。 3、勤

记多背，积累知识，丰富语感。“语感要凭借已有的知识和

生活经验去感知。”显而易见，生活经验和自身的知识积累

是语感的源泉。初中学生由于生活经历不足，实践经验有限

，所以，勤记多背，积累知识，将语言材料内化为自己的言

语，将是积累、丰富语感的重要途径。 二、在语文实践中领

悟、分析，培养语感。 由于语感的培养离不开理性思维的参

与，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灵敏感觉，离不开学生的悟性。因

此，我就积极创设语感情境，让学生学会分析、琢磨，从而

实现对语言的准确领悟。 “悟”是在充分感知的基础上，在

思维、想象、情感等心智活动的参与下对语言材料的内涵及



语言组织形式的深层把握，使主体的“神”与客体的“神”

融为一体，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领悟的最佳方法是“

熟读精思，分析琢磨”。在教学辛弃疾的《西江月》时，我

让学生分析后两句“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学

生很容易就发现这两句话与注解的话顺序不同。这是为什么

？学生讨论后得出结论，这是强调作用，表示词人的惊喜之

情，因为他找到了避雨的地方，在山野夜行遇雨而又能找到

避雨的地方，这时心情会是何等欣慰？这种乐趣不是身临其

境的人又怎么体会得到？从而体现这首诗的旨意。在教学中

积极引导学生分析，推敲，让学生独立思考，用心用情去体

验去感悟，品味作者遣词造句的妙处，揣摩作者的思路、情

感。久之，则诗歌中所蕴含的“玄机”就会通过有血有肉的

语言从学生的口中传出来，这样学生的语感就会得到进一步

锻炼。 三、对积累的语文素材吸收、加工、运用，培养语感

。 这是培养语感的高级层次。积累如吸气，运用如吐气，只

有吸够了气，才能吐出气。因此它的完成需要引导学生通过

积累的知识来获得，除此教师必须引导他们联系自己的生活

实际，帮助他们展开合理的想象和联想，借助思维和审视能

力，对语言材料进行品评、鉴赏，能够惬意地抒发自己的内

心世界情感。这需要学生与文本对话，需要学生与作者在生

活体验上沟通，需要学生与作者在心灵情感上的共鸣。这样

学生不仅能充分领会语言文字的字面意义，还会领会语言文

字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才能抒发读完文本后的独特的情

感体验。这样反复训练与内化，学生的语感能力才会发生质

的飞跃，学生才会对语言敏感。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如

果单靠查字典，就得不到什么深切的语感。惟有从生活方面



去体验，把生活所得的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积聚得多了，了

解得就越深切。直到自己的语感和作者的不相上下，那时候

去鉴赏作品就真能够接近作者的旨趣了。”（《叶圣陶语文

教学论》）在教学实践中我在教授《走一步，再走一步》时

，课堂上学生的发言，就能充分证明上面的观点。我是这样

延伸拓展的：作者从小时候一次脱险的经历中学会了解决人

生中的困难与挫折的方法，你是否有一定的启示，请联系自

己的实际谈一谈。同学们踊跃举手，其中一名同学是这样回

答的“我妈妈总想让我考重点，每天我都感觉前途挺渺茫的

，现在我觉得只要鼓足勇气也不难，重点不过600多分，我要

在初中学习三年，平均每年200天，那么只要我每天能学到1

分我的梦想就会实现，同学们我们一起努力吧！”通过学习

学生明白了“要将大困难分解成若干个小困难，着眼于眼前

的一小步”这个道理。我又趁热打铁，让学生回家写了一篇

读后感，每一篇读后感都流露出学生的真情实感。通过引导

学生感受和体验学习，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语感，还升华了学

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