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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7_BB_BC_E5_c38_516909.htm 这是一节随堂课，教

学内容是聋校八年级课文《挑山工》第一课时。 上课伊始，

教师要求学生快速默读课文，思考三个问题：课文中写的是

谁；挑山工是怎样登山的；把挑山工的话划出来。 约五分钟

后，有学生示意已经读完。教师便请学生交流对三个问题思

考的结果。学生面露茫然之色，遂又低头看课文。百考试题

整理又一个五分钟过去了，教师再次提问：这篇课文写的是

谁？有一名学生打出“挑山工”的手势，其余学生纷纷效仿

。教师追问：挑山工是干什么的？课堂又陷入沉闷，学生的

视线在课文前后游移，无法作答。教师提示：老师是教书的

，医生是给病人治病的，农民是种地的，那么挑山工是做什

么的呢？有学生从课文插图得到灵感：挑西瓜、凳子上山。

教师再次启发，还可能挑什么上山？学生茫然。教师指出课

文中句子“天天挑货上山”，“货”是什么？学生摇头不知

，教师请学生用这个字组词，学生查字典后组“货物”。师

：商店里有许多货物。生：有吃的东西，有玩的东西，有用

的东西⋯⋯其他学生纷纷补充。 第一个问题解决完，课已接

近尾声。 这节课按常规评价无疑是一节失败的课，但是从探

索聋校教育有效课堂的角度讲，这是一节有意义的尝试课。

通常情况下，聋校语文课的第一课时是疏通课文，讲解词语

，在教师的帮助下对全文形成初步感知之后，才针对课文思

考问题。而这一课则是在未进行生字词教学之前，考查学生

自读课文的理解程度，因此，它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理解能



力和阅读水平。而这个现实，足以引发对聋校语文课堂教学

现状的很多思考。百考试题整理 聋校语文老师都有这样的体

会，年级愈高，语文教学便愈吃力。课文篇幅越来越长，学

生理解上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词语不理解，句子读不通，

甚至整篇课文不知所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低中年级

语文学习的积累关未过。由于听障原因，聋生的词汇习得以

语文课堂为主。一个词语必须经由认识、掌握、运用三个过

程，才能真正进入聋生的语言体系。聋哑学生词汇积累不够

很大程度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交流以手语为主，少有巩固

运用书面词汇的机会。久而久之，便淡忘了。升入高年级后

，课文难度加深，该有的词汇储备又不具备，学习起来困难

重重。二是习惯于“嚼烂了喂”式的教学方法。即使困难重

重，也要完成教学任务。于是教师便逐词逐条地解释，一句

话一句话地帮学生疏通。新词旧词平均用力，处处重点也即

没有重点。课堂中学生获得了一些模糊的认识，似乎已经懂

了，等到了新的运用环境里，又变成了新的理解难点。三是

恶性循环。百考试题整理学生愈不懂，教师讲解愈详细，教

师讲解得愈详细，学生的理解能力愈差。结果是，学了九年

的语文，很多聋生连读书看报的基本能力都没有形成。 “教

是为了不教”。因此，发展聋生自己的理解力，势在必行。

在扎实有效积累词语的基础上，我们要大力改革聋校语文课

堂的模式，减少教师繁琐细致的讲解，增加学生自读自悟的

时间。一是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手语朗读课文的过程形象

却不利于静思默想，学生的注意力容易被手势牵扯，无暇顾

及所读语句的含义，“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式的读书，

造成读完课文却不知所云的无效劳动。因此要注重培养学生



，特别是高年级学生默读默看的能力，直面文字，思索文字

，并要求随时划划写写，划好词好句，百考试题整理划理解

难点，写注释解释，写所想所感。天长日久，学生在阅读时

便会形成主动理解主动思索的习惯。二是强调读书获得的交

流。读完课文，你觉得哪些词语哪些句子用得好，你觉得哪

些语句最美，哪里让你最感动，你读懂了什么，你收获了什

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等等。由易到难，调动聋生心、

情、意的参与，全身心地投入和拥抱文字，理解文字，让聋

生在思考、选择、表达中发展自己的理解力。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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