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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的通知》。通知指出：“２００１年，国家启动了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课程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构建了有中国特色、反映时

代精神、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各学科课程标准得到中小学教

师的广泛认同。同时，在课程标准执行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标准的内容、要求有

待调整和完善。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适应新时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教育

质量，我部组织专家对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根据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

工作委员会的审议结果，经研究，决定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并于２０１２年秋季开始执行。”此次课程标准修订，主要体现了德育

为先、能力为重、创新方法、力求减负、审慎设计等特点。这是继２００１年印发义

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之后，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又一项重要举

措。２０１１年版语文课程标准的印发，必将促进语文课程改革往纵深发展。
早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公布三年以后的２００４年，我

们曾组织编写了《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究与实施》一书，借以总结我们当时学习

研究实验稿语文课程标准的成果和实施语文教育改革的经验。２０１１年版语文

课程标准公布以后，山东教育出版社乔友福先生提出，对２００４年版《小学语文课

程标准研究与实施》进行修订。十年来，社会在进步，研究在深化，理念在发展，
实施在提升。因此，课程标准修订了，我们也很有必要登高望远，依据修改稿课

程标准，对《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究与实施》做适当的修订。
修订后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究与实施》，仍保留了２００４年原版的编写体

例，以研究课题方式组编。
研究课题的排列，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课程理念，主要是语文课

程标准的“课程基本理念”的有关内容；第二部分教学理念，主要是语文课程标准

“实施建议”中“教学建议”的有关内容，涉及“教学建议”中前言部分的教学基本

理念和识字写字、阅读、习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等教学理念的有关内容；第
三部分评价理念，主要是语文课程标准“实施建议”中“评价建议”的有关内容。

每个研究课题，除了个别的以外，一般是由“课程标准解读”和“教学实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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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组成的，另外附有“主要参考资料”或“附记”等。“课程标准解读”部分，主要

是对课程标准中的有关研究课题的论述进行解读，一般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对课

程标准阐述的有关问题的认识，二是教学实施中的几点建议，三是操作时应注意

的问题。“教学实施案例”是研究课题的主体部分，或为教学纪实，或为教学设

计，或为实验方案，或为实验报告等，以教学纪实案例为主。“教学实施案例”主
要包括教学纪实和评注。教学纪实，努力做到详细、真实。为了研究学生是怎样

学习的和怎样发展的，一般对学生做了全过程阿拉伯数码排序。评注文字，用方

括号表明。间评，紧扣教师教学行为或学生学习行为；总评，位于教学过程结束

之后。对编入的教学案例，一般地说可做多角度的研究，并且有可能是施教者在

做某项课题研究，而并非是本课题的专门研究成果。因此，总评既撮要，归纳出

该教学案例的主要特点，又有所侧重，着力提出该课题研究的重点；即总评文字

对教学全过程进行评价，全面展开，又将该课题研究的重点紧束凸显，收拢要点。
“主要参考资料”系该项研究编写所参考的主要书籍、文章资料。本研究课题所

编入的教学实施案例，可能在某项研究活动中展示过，或在报刊上发表过。凡需

要说明的，均以“附记”的形式出现，编排在文后。若“教学实施案例”是教学设

计，或实验方案、实验报告等，编写体例与教学纪实案例略同。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究与实施》的修订，注意了以下几点：第一，时尚性。

研究课题，选择当前普遍关注的语文教育热点问题，以凸显时代脉搏。第二，通
俗性。所总结的学习课程标准的成果，语言力求通俗、易懂、简明，便于理解和掌

握。第三，实用性。所选编的实施案例，即语文教学改革的新经验，力求有所创

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可操作性，对语文课程标准的学习与实施有某些方面的

启发性。第四，普遍性。所选编的实施案例，兼顾多种语文教科书，以便适合各

种教科书的教学。
语文课程标准适用于小学和初级中学的语文教学。因此，我们也选编了部

分初级中学的教学案例，供小学语文教学实施参考。
全书的编写所参考的有关论文和著作，编排在全书后面的“主要参考资料”

里面。在此，向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专家学者和教师表示感谢！

这次修订，我们尽量地反映十年来的语文课程标准研究的新成果和语文教

育改革的新经验，努力地走近２０１１年版语文课程标准。不过，在语文教育改革

的大潮之中，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修订后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究与实施》，肯
定会存有许许多多的缺憾，敬请大家批评指正。不过，随着我们研究的提升和实

施的深化，这些缺憾一定会不断地得到解决。

林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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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会摇尾巴的狼》教学设计

王　蓉　张瑞霞

一、课程标准解读

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是贯穿于语文课程标准的一个基本理念。语文

课程标准在“课程基本理念”中把“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列为第一条。
（一）关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相关问题的认识

１．怎样理解“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就是使全体学生都能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两个

要点：一是面向全体学生，落实到人人；二是强调，落实到语文的方方面面。语文

素养内涵十分丰富，其特点是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基本理念的第一条对其进行

了具体阐述：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

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

能力，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

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

的人格。另外，在课程总体目标与内容中，又对整体提高语文素养提出了十项具

体要求。我们从中体会到，语文素养重在综合，它以语文能力（识字、写字、阅读、
习作、口语交际）为核心，是语文知识、语文能力、语言积累、审美情趣、思想道德、
个性品质、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融合。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不仅表现为使

学生有较强的识字、阅读、习作、口语交际能力，而且表现为使学生有较强的综合

运用能力———在生活中运用语文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不断更新知

识的能力，并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意志品格、健康的个性等。

２．关于语文素养与语文素质、语文能力的关系

在一定范畴里，“语文素养”和“语文素质”都指语文教育的一种结果形态和

存在（即通过语文课程达到我们希望在学生身上形成的东西），两个概念概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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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象及其本质属性，二者相互通用。但如果对这种结果形态进一步做生成

上的分析就会发现，“语文素养”这一概念虽然不便拆开，可是由动词性的词素

“养”，反映出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持续的自主发展作用，对应了叶圣陶先生

“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

的技能”的“养成”思想。它的形成不是单纯“教”的结果，更不是一种终结状态，
而是必须由学生自己借助语文课程将优秀的语言文化成果内化成生命个体的一

部分，内化的过程伴随语文教育过程不断地进行下去。显然，从概念的周全性

看，“语文素养”要比“语文素质”概括得更准确，更能揭示学生语文素养生成的主

要原因。
语文能力所包括的范围也是很宽泛的，有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

力、口语交际能力、掌握搜集和处理信息（包括网上）的能力，它是语文素养的核

心，但不是语文素养的全面，更不可能用它来替代语文素养。
（二）实施中的几点建议

１．要加强语文学习的实践性

我们知道，语文素养的核心是语文能力，而语文教育的实践性特点又决定了

语文能力的提高必须靠大量的语文实践来实现。正如课程标准所说：“语文课程

是实践性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

应是语文实践。语文课程是学生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学习资源和实

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多读多写，日积月累，在大量的语

文实践中体会、把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语文素养中的人文素养，如良好的品德、
健康的情趣、正确的价值观，也必须在语文实践的过程中来培养。那么如何加强

语文学习的实践性？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学生的语文实践活动。
在实践中，老师要尽量引导学生自己去阅读、思考、感悟，从而使学生不仅学到语

文知识，形成语文能力，获得情感体验，学会学习，而且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悟出

怎样读，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写，从而掌握学习方法，真正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成

为学会学习的过程。其次，要拓宽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领域，提倡语文学习生

活化。如果仅把语文教学局限在书面语言的学习上，忽视了语文的交际性和生

活性，就会使语文教学失去了源头活水，成为脱离语言实际运用的机械训练。正

如学游泳离不开水，学语文也不可脱离学生的生活。语文无处不在，它在课上校

内，也在课下校外，它在课本里，也在生活中。书本以外的生活更是学生学语文、
用语文的广阔时空领域。因此，沟通课堂内外，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区教育

资源，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是
培养学生语文能力、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

语文课程的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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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要提倡语文学习的开放性

语文教学的开放性是指开发和利用语文教育资源。构建语文教学的开放性

应体现在：一是空间开放。学生的学习不再受教室的限制，大自然和社会生活、
图书馆、电脑网络等也应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的课堂，让学生在实践中积累语文知

识，形成语文能力。二是内容开放。要打破封闭的学科知识体系，学生和教师都

有自主选择学习内容的权利，对教材的内容可根据实际进行改换、增删，使学生

从丰富的教学资源中获取语文知识。语文教学应注重课程的整合，有机渗透数

学、音乐、美术、自然等知识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三是方式开放。要改变

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的接受式学习方式，指导学生收集和利用学习资

源，帮助学生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如观察、实践、调查、实
验、模仿、体验等，让学生自主探索，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获得丰富的语文素养。

３．要挖掘语文学习的民族特色

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蕴含着崇高的人格美和深刻的智慧美，更
沉积着一个伟大民族不灭的灵魂。它是智慧的源泉，是为人处世的准则，更是文

化根源所在。学习经典文化，诵读优秀诗文，既是听又是说和写。学生从讲读中

获得的是知识，而知识容易遗忘；从诵读中获得的是能力，而能力是持久的。诵

读还是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发展学生悟性的重要途径。更

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能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深刻

的审美思维能力，加强学生的文化修养，让学生获得无穷的知识和精神财富。
（三）操作时应注意的问题

１．要注意尊重一个独特

在语文学习活动中，学生不是空脑袋来学习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体验

与精神世界。应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允许并鼓励他们创造性地理解作品表达

的思想感情，引导他们发现问题，并支持鼓励他们去开展探究性学习。尤其是阅

读教学，更要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

程，不应以老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２．要注意避免两个倾向

一种倾向是抹杀语文课程工具性的特点，人为地强化语文的人文性，用所谓

的“思想教育”取代语文能力的培养；另一种倾向是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否定

语文学科内在的人文性，或者用烦琐的分析肢解课文生动感人的整体形象，或者

用无休止的做题、操练取代学生读写的语文实践，或者用僵化的标准答案限制学

生的多元感受，扼制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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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要注意重视三个改变

第一，改变学习方式。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就必须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

改变，使学生由被动的学习者转变为学习的主人。自主学习是基础，要切实实现

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教学之本”。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是实现有效学习的重要方式。要倡导在自学、自悟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

合作学习，通过互相启发、共同探究，达到有所发现、学有所得，培养合作精神和

协作能力。因此，不仅要使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实践中形成语文能力，
受到情感熏陶，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主发现、合力攻关、深入探究的意识和能

力，以及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创新精神，从而为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第二，改变教学方式。教师要真正让学生掌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必须努力转变角色，充分发挥教学的创造性。教师不再是“一言堂”的堂主，而应

成为情境的创设者、信息的提供者、探究的引导者、活动的组织者。一方面教师

要实行教学民主，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使学生有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

伙伴的权利；一方面教师要严格要求学生，对学生的学习给予有力的指导、引导、
辅导、诱导，使学生的学习成为有效的学习、高效的学习。总之，教师要通过有效

的学习活动，通过师与生、生与生的交流，使学生不断进行自我组织、自我建构，
在这种组织、建构中，逐渐提高语文素养，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语文的方法。

第三，改变评价方式。评价对学生发展的反馈、激励、促进功能是至关重要

的，必须重视对学生的评价。所以，我们强调要通过评价促进课程与教学的改

进，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强调对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学习体验的评价；强调学

生的自我反思性评价；强调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结合；强调定性评价与定

量评价的结合，而且定性评价要多于定量评价；强调对学生语文素养的综合性

评价。

二、教学实施案例：《会摇尾巴的狼》教学设计

研究课题：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研究教师：山东省威海市塔山小学王蓉撰写课程标准解读部分，设计教学；
张瑞霞评析。

教科书简介：《会摇尾巴的狼》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版五年制小学语文教

科书第五册的一篇精读课文。教学的重、难点是狼和山羊的几次对话以及老山

羊是怎样识破狼的本来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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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会摇尾巴的狼》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谁能看着这幅图给大家

讲讲？（出示课件指名讲故事）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对，这就是２４课《会摇尾巴的狼》。
［评：如此导入新课，既检查了预习，使教师对学生的预习情况有了一定的了

解，又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二）初读课文

１．现在请同学们打开课本２４课，把课文默读两遍。
［评：默读是学生必须掌握的语文技能之一。将技能训练寓于日常教学之

中，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２．你觉得文中的狼是只什么样的狼？（板书：凶恶、狡猾）那这只老山羊呢？

（板书：聪明）
（三）精读课文

１．从课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狼非常狡猾、凶恶？请同学们边读边用

“ ”画出。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老山羊非常聪明？请同学们边读边用 “ ”画
出。

［评：这个问题的提出，给了学生广阔的思维空间。而且还要学生边读边想，
边想边画，培养了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学习习惯。］

２．交流。哪位同学愿意起来谈谈，如果你能结合课文内容说出自己的看法

就更好了。
［评：鼓励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谈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鼓励学生创造性地理

解作品，尊重了学生的独特体验。］
（１）狼装出一副又老实又可怜的模样，说：“我，你不认识了吗？我是又忠诚

又驯良的狗啊！为了救一只掉进陷阱里的小鸡，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下来，没想到

再也爬不出去了。唉！可怜可怜我这善良的狗吧！”

① 学生读，并谈出自己的看法。

② 小结：狼伪装成又老实又可怜的狗，想让老山羊救它，可见它非常狡猾。

③ 指导朗读：那我们怎样读才能表现出狼的狡猾呢？（应该读出“假装”的
语气）

④ 指名读，学生评价；再指名读；齐读。
［评：通过学生评价，老师评价，不仅充分发挥了评价的导向作用，使学生明

白如何读才能表达出自己的感情，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评价意识，提高了学生的评

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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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狼连忙半闭着眼睛，说：“我是狼狗，所以有点像狼。我的性情很温和，
跟羊特别亲。你只要伸下一条腿来，我就得救了。我一定好好答谢你，给你舔

毛，帮你咬虱子……”

① 学生读，并谈出自己的看法。

② 小结：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装出性情温和的样子，它“半闭着眼睛”就
是在进一步想欺骗老山羊的点子。

③ 指导朗读：谁能把这只狡猾的狼读到我们面前来？（要把狼费尽心机想

出花言巧语来欺骗老山羊的语气读出来）

④ 学生练习读，师指名读。
（３）“别再花言巧语了。”老山羊说，“你骗不了我，狗都是老老实实的，不像

你这样狡猾。”

① 学生读，并谈出自己的看法。

② 小结：老山羊并没有被狼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可以看出它很聪明。

③ 请两位同学分角色朗读狼和老山羊的本次对话。

④ 学生评价。

⑤ 指导朗读：老师也想给他们提个建议，可以吗？请大家看这个标点符号，
谁认识它？对，这是个省略号。在这儿，这个省略号表示什么呢？是的，狼的花

言巧语还没有说完，就被老山羊打断了，那么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狼的话

应读得连贯，而老山羊就应读出肯定的语气）
［评：抓住了一个小小的省略号，其实就是抓住了重要的教育时机。通过分

析这个省略号，学生不仅可以掌握一定的语文知识，而且能掌握一个重要的朗读

技巧。］

⑥ 同桌分角色朗读，师指名读。
（４）狼着急了，赶忙说：“请您相信，我的的确确是狗。不信，你看我还会摇

尾巴。”
狼把尾巴使劲摇了几下，扑扑扑，把陷阱里的尘土都扫了下来。

① 学生读，并谈出自己的看法。

② 小结：狡猾的狼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勉强用摇尾巴的招数来继续

欺骗老山羊。

③ 指名读，学生评价。

④ 指导朗读：朗读仅仅做到正确、流利是不够的，还要读得有感情，这个要

求就更高了。怎样才能读得有感情呢？老师这儿有一个方法，大家想知道吗？

好，我来告诉大家，要想读得有感情，就要学会“过电影”。“过电影”啊，就是边读

边想象课文描写的情境，请同学们读读这两个自然段，然后说说你读的时候，脑

６



子里出现了怎样的情境？

⑤ 学生自由谈自己脑子当中浮现的情境。

⑥ 请同学们边想象边读这两个自然段，读的时候还可以加上动作。

⑦ 指名读：要能让大家听了像真的看到狼在陷阱里着急地摇着它那条硬尾

巴一样。

⑧ 学生评价后，齐读。
［评：引导学生入情入境，是语文教学特有的教学方法。如此一来，便能够启

发学生展开想象，进入作者描述的情境之中，这样就理解了，也能读出感情来。］
（５）老山羊看到了这条硬尾巴，心里完全明白了，就说：“你再会摇尾巴，也

还是凶恶的狼。你干尽了坏事，谁也不会来救你的。”

① 学生读，并谈出自己的看法。

② 小结：老山羊看了这条硬尾巴，真正明白了掉进陷阱里的不是一只狗，而
是一只凶恶狡猾的狼。

③ 指导朗读。

④ 指名读，评价；齐读。
（６）狼终于露出了凶相，咧开嘴，龇着牙，对老山羊恶狠狠地叫嚷：“你这该

死的老东西！不快点过来，我就吃掉你！”

① 学生读，并谈出自己的看法。

② 师小结：狼见欺骗不成，便露出凶相威胁老山羊。

③ 指导朗读：你读了这句话，眼前会浮现出一只怎样的狼？对，一只凶恶的

狼。谁能读出它凶相毕露后的凶恶？

④ 指名读，齐读。

３．同学们，学了这篇课文，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４．师小结：是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大灰狼是没有的，但也有不

少坏人，我们要像老山羊一样善于识破他们的伪装，不要上当受骗。
［评：学习至此，学生自然就明白了课文所讲的道理，此时让学生说出来，真

可谓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而且教师巧妙地将课文的中心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真正体现了语文“生活化”的教学理念。］

（四）拓展练习

１．编顺口溜。老师想把这篇课文的内容编成一首顺口溜，可是有几个地方

还没想好，同学们愿意帮忙吗？那好，请同学们读一读，想一想怎样把它补充完

整。
（出示课件）
一只掉进陷阱的（　　　　），遇到善良的（　　　　）。

７



狼硬说自己是条（　　　　），还说它的心很（　　　　）。
老山羊，不上当，看透了狼的（　　　　）。
狼的下场会怎么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

２．想象狼的下场。（① 老山羊走后不久，猎人就来了，把大灰狼打死了。②
狼在陷阱里，没有人来救它，它没吃的，没喝的，最后死了。③ 老山羊来到大森

林里，把大灰狼掉进陷阱的消息告诉了其他小动物。这些小动物都恨透了大灰

狼，它们来到陷阱旁，朝陷阱里扔石头，把大灰狼砸死了……）
［评：在一堂课的教学中，学生的注意力总要经历一个由集中到逐渐分散的

过程。顺口溜这个环节，可以巧妙地把学生趋于分散的注意力又集中起来。顺

口溜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背诵，既概括了课文内容，又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狼的下场会怎么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一石激起千层

浪”，调动了学生活跃的情绪，激起了学生思维的火花。它为学生开拓了一片想

象的天地，使学生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一个小小的顺口溜，真可谓是一举三得。］
（五）表演课本剧

１．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准备。

２．请两个小组的同学表演，给他们戴上头饰。

３．小结：今天，我们请两组同学到前边表演，好吗？

［评：虽是一次小小的模拟表演，但反映的是学生的综合素养，如对课文内容

的理解程度、朗读水平、语言积累、口语交际能力等等。］
（六）布置作业

课后请同学们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的家人听听，然后请他们说说你讲得怎

么样。

［总评：本教学设计，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具体语文实践中学用语文。教学中以读代讲，使学生读中求懂，读

中学会，读中获得多种能力。读的方式很多，有指名读、齐读、自由读、分角色读

等；读的面很大，可谓是全员参与；读的要求又逐渐提高，由读得正确、流利，到有

感情，使学生的朗读水平逐渐提高，体现了学习的过程性。这样，学生在朗读的

过程中，读出“形”，在头脑中唤起语言所描绘的形象；读出“情”，读出语言文字中

所蕴含的情感；读出“神”，读出语言文字所包含的寓意、精髓以及言外之意。
第二，留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教学中教师所提问题不多，却给了学生很

大空间，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唯一的，学生有话可说。如“从课文中哪些

地方可以看出狼非常狡猾、凶恶”这个问题，学生就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回答，而且

即使找到了课文中的同一段话，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也可以说出与别人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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