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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6_96_87_E6_95_99_c38_60538.htm 一、训练量次不能含含

糊糊 阅读教学中突出语言文字训练问题较大的是训练量的含

糊。教师在备课时虽然预定了教学目的，但没有一个明确的

量化标准，未能形成学生的实际价值需要。 教师对训练目标

虽然熟悉，但并不等于对训练目标已理解。如一篇课文词语

，哪几个需要了解，哪几个需要理解，哪几个需要运用，有

相当部分教师心里没有谱，往往凭“主观推断”。 中外许多

教育家都很注重训练的定量分析，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

林斯基曾专门花了15年时间对学生的读写量进行研究，得到

的数据是：要使儿童学会有表情，流利地、有理解地阅读，

就必须在小学的前四年朗读200小时，小声默读200小时以上

。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对语文教学的定量进行了探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他给学生规定了某一阶段里应达到的一般效

率标准：默写每分钟30字，誊写每分钟25字，背诵课文每分

钟20字，朗读每分钟200字，写作每小时800字，督促学生完

成，结果学生语文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因此，教者在制订

训练目标时能量化的尽量量化，对每篇课文，每单元，每本

书有个量的依据，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视其具体情况在教学

中区别对待。这样，可使教学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减少盲

目性。 二、训练序列不能松松散散 一个系统由低级向高级的

发展，叫有序。按照运筹学的观点，如果程序松散，即使构

成事物的内容相同，也会导致事物整体结构及其性质的改变

，语言文字训练也是有序的，如是安排训练内容的顺序不同



，即使同一教材的同一节课，共同确定教学目的、重点、难

点、作业，训练效果却大不相同。如教一个精彩的段落，有

的老师告诉学生要把事物写得活灵活现，就要注意用词的准

确生动，然后再让学生从文中找出一些例子加以证明，但有

的老师技高一筹，他们紧紧围绕落实语言文字训练这条主线

，采用四步训练序列。1.寻找词句。即找出课文中的美词佳

句，主要通过圈读、批注、摘录等手段落实。2．揣摩词句。

即分析、理解课文中的标点、字词、句子和段落，让学生比

较、推敲、品味语言使用的妙处。3．积累词句。即积累词、

句及精彩段落，主要通过熟读、背诵、默写及其他一些训练

手段来落实。4．运用词句。进行动耳动口动手的练习，如组

词造句、片断作文等。这样的词句训练能帮助教师以简驭繁

地处理教材内容，又能帮助学生理清训练线索，明晰训练线

路，形成系列的训练结构。可见，教学中进行有序训练，合

理安排训练步骤，与训练效果关系很大。 三、训练内容不能

空空洞洞 语文科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就一篇课文来说，综

合性相当强，不同的教师可以从不同角度筛选教学内容，就

是同一教师，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确定的教学内容也不可能

一样；即使同一教学内容，也有程度深浅不同。要在有限的

课时里容纳多方面的内容，就必须合理安排课堂教学密度，

处理好疏与密的关系。现在不少教师教语文课，总的来说对

训练内容只疏不密，处处只做蜻蜒点水式的叙述、分析，就

显得空洞，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也就肤浅。例如教读课文

时，脱离课文的语言架空分析思想意义，架空分析具体内容

，架空分析表现方法。教《荷花》第二段时，一教师是这样

组织教学的：1.这段主要写什么？作者怎样写荷叶、荷花的



？2．作者看荷花体现了什么美？3．段中用“有的⋯⋯有的

⋯⋯有的⋯⋯”句式描写有什么好处？这或多或少地忽视了

语言教学，学生不能具体接触和钻研语言，学不到和学不好

语言的基本功。 要克服脱离语言架空分析的现象，必须充分

利用教材，让学生在语境中训练语言。还是以《荷花》第二

段教学力例，另一教师是这样指导的，他抓住重点词句，分

析用词的精妙，体会美感。如教“挨挨挤挤”一词，通过学

生贴画形式形象理解荷叶长得茂盛的情境；教“展开”、“

饱胀”、“冒”、“露”、“碧绿”、“雪白”、“嫩黄”

等词语通过板画形式体会荷花形色美。这一步是从语言到思

想内容的训练过程。然后拎出“冒”、“露”对换辨析，领

会用词准确；抓住“有的⋯⋯有的⋯⋯有的⋯⋯”句式，通

过反复朗读体会语句意思的连贯。这一 步是学生理解了思想

内容，进而研究课文的语言和写法。因此，只有坚持“从语

言到思想内容再回到语言”这个教学原则，加强语言教学，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架空分析现象，扎扎实实地提高语言训练

质量。 四、训练气氛不能昏昏沉沉 目前阅读课以讲代“训”

以听代“练”的现象比较严重。整节课教师用得最多的是嘴

巴，学生用得最多的是耳朵，而在语言训练操作上，师生都

甚少用眼睛教师几乎不关心和观察学生的阅读行为，学生看

课文的时间也不多。由于缺乏激起学生兴趣的诱发点，也没

有激起审美情趣的动情区，于是学生昏昏欲睡，事倍功半。 

为增强训练气氛，必须构建语言文字训练场，所谓训练场，

指在语言文字训练过程中能产生、影响信息，产生训练效果

的一切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物质，它包括学生、教师、教材

、时间、空间、环境。具体要注意三“性”，1．开放性。 



即训练时大面积发动学生，时而人人开口，时而登台打擂，

课堂充满竞争。这种紧张的学习气氛及宽松和谐的民主化师

生关系有利于增强训练场的合力。2．艺术性。即通过一个镜

头，一场表演，一幅画，一段乐曲，上首诗，一句名言创设

训练场，把学生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全部调动起来，从而提

高训练实效。3．活动性。即在儿童活动空间的不同领域，以

“训练”为中心，以“活动”为形式，分别以学校、班级、

家庭构成一个广阔的，目标一致的整体优化训练场，如学校

经常开展演讲会、故事会、影评会、模拟记者招待会等等，

教师、家长要有计划带领孩子走出户外，让学生到自然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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