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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品味语文教学的文辞之美

摇 摇 曾经读到一篇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写的教学札记，札记

里，于老师回忆自己在一次国家级教学观摩活动中执教《第一次抱

母亲》一课时的情形。于老师说：自己既没有做课件，也没有表演，

却获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这一课的亮点归纳起来有三方面：一

是教师的朗读，二是学生的朗读，三是教师对关键词语的理解和处

理。而这其中，无论是教师的朗读，还是学生的朗读，都是在品味了

文本教材的语言之后。所以，于老师认为：语文教学的亮点，应放在

“语文”里，放在“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书”里。

我对于老师的此番论述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

长久以来，对语文教学的追根溯源式的研究，可谓风生水起。

这其中，有的是出于课程理念的落实、实验教材的编制、教学经验的

推广；有的是为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师专业的发展。其研究目的

不一而足，研究方法各有侧重，研究成果百花齐放。然而，能够像于

老师这样，直白质朴地道出自己浸淫了几十年语文教学一线实践体

悟的，恐怕为数也不会太多。

很欣喜地发现，我与自己的研究团队正在开展的关于“小学语

文词语教学有效性”的研究，在学科本位思考上，与于老师的观点不

谋而合。

词语，是词和短语的合称，包括单词、词组及整个词汇。文辞即



词语教学———走向精彩与高效

圆摇摇摇摇

文章词采，亦称“文词”。《史记·孔子世家》言：“约其文辞而指

博。”杜甫《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诗：“平生感意气，少小爱文辞。”

庾信《上益州上柱国赵王诗二首》诗：“风流盛儒雅，泉涌富文词。”

词语教学，一直就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厘清语

文教学的前世今生，就离不开词语教学研究；要研究语文教学的成

败得失，也离不开词语教学研究；要探究语文教学的有效性，更离不

开词语教学研究。

字组成词，词连成句，句缀成文。学习一门语言，首先就要掌握

它的词汇，学会基本的遣词造句的本领。语文教材不是语文的知识

体系，而是一篇篇的选文。每一篇选文只是一个学习语言的例子。

学生就是要凭借一个个的例子，来学习理解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

字，透彻地理解文本内容，学会文本的表达形式，形成良好的语文

能力。

此外，语文学习，是母语的学习。母语学习的本身，就承载着特

殊的意义。美国诗人惠特曼在他的《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中写道：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

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作为孩子的母语老师，在个体最

美好的阶段，我们该播下怎样的种子？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里说：语文“是人类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的人文性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

语文教材中孕育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它囊括了中华五千年光辉灿烂

的精神文明和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包含着主体意识、创造思想、责

任感、独立人格、权力意识和审美精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二是指

语文教学过程中充满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它主要体现在师生之间和

谐融洽的关系之中。

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就要善于从文字中捕捉蕴含其中的丰富

情感与意义，把学生带入语言学习的情境中，去感受、去浸润。

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灿若星河的小学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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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天际，也需要亮起一盏盏词语教学的明灯！

当然，我们在开展词语教学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与于老师又

略有不同。前辈专家们用他们擅长的自省式的课堂教学磨砺，几十

年如一日，把自己的教育教学技能，锤炼得炉火纯青。这种技能，已

经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技能，它已经升华为一种教学的艺术。

至于我们，都是在一线摸爬滚打的普通教学研究人员和语文教

师，我们为自己找到的一条研究的途径，就是“课例研究”。

有人说：课堂是教师的专业生活之所。离开了一节节的语文

课，谈何语文？因此，我们精心搭建了一个课例研究的平台，在这个

平台上研究“小学语文词语教学的有效性”。

选课、备课、磨课，上课、观课、分析、诊断、改进，再上课、观课、

分析、诊断、改进，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入。不同的观点围绕具体

的课例相互碰撞；具体的操作是否适宜，也在课上得以验证。一个

个课例，见证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从模糊，走向清晰；从肤浅，走向深

邃⋯⋯

基于课例的小学语文词语教学有效性的研究，已开展了近两

年。在这两年里，我们心无旁骛，潜心执著于此。本书就是我们努

力的成果。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词语教学的研究要继续走向

深入，需要更多的专家、同辈的合作。这里，我们只是毫无保留地将

自己的学习所得、实践所感、反思之悟、迷茫之惑呈现出来，期望得

到更多有志于小学语文词语教学的同行专家的指点和帮助。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历程摇 以“听诊—改进”的课例研究方式走进词语教学

的课堂。本章以“缘起”开篇，细述了从组建研究团队、确立研究专

题，到持续中的改进和深入的过程。尤其是在两轮课例研究过程

中，对研究本身进行了反省，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课例研究”、“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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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进行课例研究”等问题；同时，又分节介绍了项目组的博客和历练

中的成长故事。

第二章：凝思摇 走向精彩与高效的词语教学。这是本书的精华

所在，凝结了项目组所有人的智慧和心血，其中包括词语与词语教

学导论、词语教学的任务与方法、词语教学的时机与形式、词语教学

的评价与检测等内容，全力梳理和提炼了项目组通过课例研究所形

成的经验和操作方略，既有简明扼要的核心要点，又佐以大量课例，

形象生动，易学易用。

第三章：珍藏摇 记录真实的课例和研讨。这里记录的是项目组

一路走来所开展的课例和研讨。它们很真实，完全是彼时彼刻的教

学流程和声音的再现。我们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将它们写下来，其

实是在还原，还原研究的原生态，并以此来映照出从过程中提炼出

的方法、做法、想法。它们也是刻度，每一个跨度都是前一步的延

伸，如果细加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研究进深的纹理。

对于小学语文词语教学有效性的研究，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探寻

之路，我们所追求的，正如书名，是精彩与高效。当然，精彩也罢，高

效也罢，均源自教师对教材深入的钻研和精准的把握，源自教师对

学生学习心理的高度认知和深情体恤，源自教师对语文教学的无限

热爱和无尽求索———这，又是我们追求的另一种境界。

语文教学之美，岂止文辞？语文教学的本身，就是美的！

朱摇 萍

圆园员员 年 猿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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