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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叶圣陶老先生曾经说过：“语文天生重要。”

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生活中的任何内容都离不开语文。语

文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有优美的线条和斑斓的色彩。没有了语文的学

习，其他学科将会略显单调，缺少活力与色彩。语文作为最重要的交际

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

的基本特点，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

和终身发展的基础。

小学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养成基础，小学语文教育为一切学科教育之

母。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门学科，它不仅具有工具性，而

且有很强的思想性，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语文如此重要，这对于教

授语文的小学教师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学语文教师肩负着小孩子

对人生观、世界观的认识与启蒙的重任，肩负着塑造孩子灵魂的重任。

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同其他学科教师比起来肩上要多了几份责任。这必

然要求小学语文老师不能止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目标之前，而应该全面提

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将自己塑造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符合当

前教育需要的，自我创新、自我超越的新时期优秀小学语文教师。

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非一日之功。身为语文教师，首先要认识

到母语的重要性，它是汉字的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源，只有认识到母

语之于语文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运用母语进行语文教学。好的教师首

先要是一位有爱的教师，爱自己的学生，才能引导、辅助他们健康地成

长。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要不断地从书中汲取新的营养才能更

好地教育学生。因此，读书，是教师必选的路。其次，作为教师，要有驾



驭教材的能力与勇气，敢于创新，让教材为我所用，拒绝做教材的传声

筒。只有不断地历练，才能成为教育中的智者与长者，本书所列的８件

事为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自我锻炼与提升的目标与方向，希望能为小学

语文教师提供建议和参考。

限于编写人员水平，本书难免有所疏漏，请广大教师多多斧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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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件事———母语，汉字的根，文化的源

　

　　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一个民族的语

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法·都德

　　

母语的特点与语文教学

语文教育是指导青少年学习母语最具民族特色的教育，不管语文教

育改革如何发展，但成功的语文教学总是建立在母语特点之上的。离开

了母语的特点侈谈语文教学或改革，那无异于南辕北辙。因此，我们要

成功地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必须首先研究母语的特点，以及在这个特点

基础上所形成的系统有效的教学方法和优良传统。

母语的符号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形、音、义

三结合的表意文字，这是汉语的第一个特点。汉字的象形字是构成汉字

的基本部件。有些字到现在还基本保留其形象特征，有直接表意的功

能，字本身就可以传达出意义信息。而且，大部分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

以上简单汉字组成的合体字，掌握了较少的简单汉字，就能基本掌握大

多数汉字的写法与读音。特别是占汉字８０％的形声字，成为汉字的主

体，它用形旁表示事类，用声旁———同音字表示字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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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点不但使汉字在人们学习和使用时能据义定形、据形度声，

举一反三，以少驭多，提高效率，而且有助于学生智商的提高和思维能力

的发展。西方国家已有实验成功地表明：学习汉字可使人产生多种联

想，治疗儿童“失读症”和提高老年人康乐水平。这种优势是其他文字所

望尘莫及的。汉字从甲骨文算起至今已有３４００多年历史，仍保持着它

的强大的生命力。汉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世界历

史最悠久的文字。但楔形文字在公元前第四世纪、埃及的象形文字在公

元第五世纪都分别结束了它的生命，唯有汉字至今生机勃勃。

在人类进入电脑时代，汉字仍能在高度现代化的信息公路上畅通无

阻。汉字是方块字，书写占用面积小，使用灵活，它可以横写，可以竖写；

可以从左至右写，也可以从右至左写。汉语追求简约，言简意赅。有许

多句子不用主语，甚至没有动词，甚至只有一堆名词而所写的意象清楚

明白、生动感人。名句“鸡声茅店月”、“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

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汉字是世界上最简洁、最富有表现力的文字。

用汉字印刷的文件、书籍比用其他文字薄得多。１９９１年，一位学者

在《汉字文化》座谈会上宣称：“汉字科学易学，是智能型的，国际性的优

秀文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汉字不仅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

文化的载体，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书体斑斓、风格各异、具有和谐

美、线性美、节奏美的书法艺术。这种艺术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

一词多义

汉语一词多义，由一个单音词的本义不断引申，可以派生出一串义

项，并由它作为语素可衍生出一族词语。这是汉母语的第二个特点，由

一个单音词派生出众多的义项和词语而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比如

最简单的“一”，《现代汉语》里就有最小的正整数、同一、另一、全或满、专

一等９种义项，并衍化构成了３０５个词语（包括成语）。因此，汉语词汇

异常丰富，无论多么复杂的事物、细腻的思想感情，都有最恰当、最生动

的词去表现。拿表示手的动作来说，汉语里就有１００个以上的词语，如

“打”、“拉”、“拨”、“扯”、“拍”、“按”、“抢”、“抱”、“扶”、“提”、“推”、“摇”、

—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优秀小学语文教师必须要做到的８件事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第
１
件
事———

母
语
汉
字
的
根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櫛

文
化
的
源

?

“揉”、“抓”、“拂”、“接”、“擎”等，它能精确表达与手相关的１００多种动

作。而且，汉语以字组词的能力很强。对新出现的事物，往往以有可解

性的合成词去表现，不像英语等其他语言需另造新词。比如改革开放以

来新出现的“以法治国”、“四有新人”、“一国两制”、“绿色食品”等词语就

是例子，这些词都是根据原来的字、词或词素重新加以组装而成的。

富于形象性

汉语最富于形象性，能具体、鲜明、生动地表现客观事物和人的思想

感情，含有丰富的神采和无穷的韵味。这是汉母语的第三个特点。因为

汉语的构词也常用具体形象表现事物的特点，如灯泡儿、鼻梁、眼眶、木

耳、佛手、榆钱、海带、砂糖、雪白、天蓝、杏黄等；而量词特别能表现被修

饰的事物的形象，如一朵花、一缕烟、一阵风、一条河、一片树叶、一张报

纸等；还有成语、谚语、歇后语，能用鲜明的形象表现抽象的意思，如百花

齐放、万马齐喑、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三个臭皮匠抵

个诸葛亮等等；而且许多名言警句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富于音乐美

汉语最富于音乐美，这是汉语的第四个特点。汉语的音乐美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汉母语的第一个音节即每一个汉字都有独特的语音结构，它

一般不把两个辅音或两个以上辅音放在一起拼读，且一般将辅音置于元

音之前，只有极少数的辅音如ｎ与ｎｇ可以跟在元音后面。它的每一个

音节多数可分为两段，前面的辅音部分叫声母，辅音的后面部分叫韵母。

只有少数字没有声母只有韵母，如衣、爱、鹅等。由于声带是使气流乐音

化的器官，发音时声带颤动的声音就是乐音；而元音发音时声带都带颤

动，且又是每一个音节的一部分，所以每个字的读音都带有乐音。

其二，汉语具有四声，古有平上去入，今有阴阳上去，每个字都有一

定的声调，或平或仄，平声“如击钟鼓”，仄声“如叩木石”，文章读起来具

有高低起伏、抑扬顿挫、长短徐急的特点。杨振宁先生说：“中国字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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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入，这是西方文字里没有的。平上去入使诗句对仗、音节铿锵，这是

西方的诗里没有的。”因此四声是形成汉语音乐美的一个条件，也是汉语

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这一点在古代诗词赋及对联里表现尤为突出。

其三，汉语里有大量的双声词、叠韵词、重迭词，读起来上口，听起

来悦耳，具有一种和谐美、韵律美，极富艺术情趣。朱自清先生就是善

于运用双声词、叠韵词与重迭词的高手。这也就是他的《荷塘月色》等

散文成功的秘密之一。单以重迭词而论，这一篇散文里写了“蓊蓊郁

郁”的树，“曲曲折折”的荷塘、“隐隐约约”的远山、“脉脉”的流水、“静

静”的月光、“薄薄”的青雾、“田田”的荷叶，共有了２５个重叠词。此外

还用了“袅娜”、“仿佛”、“斑驳”与“宁静”、“独处”、“苍茫”、“零星”等１０

多个双声词与叠韵词。这样，就使文章悦耳动听，韵味无穷。

千百年来，正是母语的这些特点，在母语的教学与运用的实践中，才

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教学方法，这主要有：咬嚼法、诵读法、涵泳法、文道统

一、多读多写与多思的统一。这些方法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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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咬嚼法

咬嚼法，即咬文嚼字法。咬文嚼字是语文课的基本特点，传统的语

文课尤其是这样。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正确地使用祖国

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备读写听说的能力。如果忽视甚至抛弃了咬文嚼

字这一特点想达此目的，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只有通过咬文嚼字，才能使学生对每一个字、词达到会读、会写、会

讲、会用，从而有意识地、大量地积累词语，并按其一定的特点、结构、用

法，引导学生进行梳理、编码，找出一定的规律，贮存于记忆仓库，以备随

时提取运用；同时，在阅读中咬文嚼字，经过反复比较辨析、思考，才能沿

波讨源，披文入情，增强语感，引导学生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进入作者营

造的特殊语境与特殊意境，体味某一词语在特殊语境中的表层意义，隐

含意义或弦外之音，从而准确地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昔我往矣，杨

柳依依”，“依依”不单写表层的“杨柳之态”，而且写出深层的隐含的“离

别之情”；同样“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又有晴”，“无晴”与“有晴”，不

单写出浅层的天气的变化，而且含蓄写出了因爱之深对恋人情感微妙变

化的感受。

在写作中，对语言的锤炼、推敲和选择更离不开咬文嚼字。古人在

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

讲的是为了获得名诗佳句，达到出语惊人的语言功力，必须咬文嚼字以

至到了“性僻”的程度；“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吟成五个字，用破一

生心”，讲的就是古人咬文嚼字所下的苦功和付出的代价。“春风又绿江

南岸”，王安石为敲定一个“绿”字，费尽了心血；“僧敲月下门”，贾岛为选

定一个“敲”字，也几乎将“胡须”全捻断了。

２．诵读法

诵读法亦是体现我们汉民族语文教学特色的传统之法。此法要求

对课文，尤其是对诗词散文进行反复吟诵、朗读、背诵，以至烂熟于心，背

诵到“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的地步。诵读法与涵泳法不同，

就在于诵读更重于“声”，涵泳法更重于“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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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诵读，使之书声琅琅。这是学校的特点，更应该是语文课的特

点。诵读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通过诵读，理解了思想内

容，感受到文章的气势，领悟了文章遣词造句之功，谋篇布局之妙。

通过诵读，能够沟通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使学生培养语感，积累语

言材料，提高表达能力。这是因为，通过诵读，不但能理解和掌握汉语言

文字的特点和规律，领悟汉语言的和谐之美、韵律之美和音乐之美，而且

可以在“喉舌筋肉下留下痕迹‘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到“自己下

笔时，喉舌也自然顺着这个痕迹而活动，所谓‘必有句调奔赴腕下’”（朱

光潜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为什么能“不会吟诗也会吟”？原因就在

于此。

早在４０年代叶老就批评过那种忽视吟诵法的倾向。他说：“现在的

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论的研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下的吟诵

的工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这又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现在，

这种倾向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比４０年代更甚了。

学生在语文课上放开喉咙读一阵书，达到“人声鼎沸”的程度，教师

也领着诵读，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鲁迅先生描

写的这种师生“入情入景、物我两忘”的读书情景已很难看到了。统治着

课堂的仍是以教师为主的讲析模式。这是违背母语特点的。中国古代

幼儿教科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之所以历数百年而不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音节整齐和谐，韵律优美，琅琅上口，易于传

诵，充分表现了母语的特点与优势。

３．涵泳法

涵泳法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语文教学法。此法为宋代朱熹所大力提

倡。我国古代语文教学向来注重对文章的整体观照。涵泳法即是整体

观照法。所谓涵泳，即沉浸其中、深入体会的意思。与朱熹同为宋代理

学家的陆象山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这种方法的特点和过程：“读书切戒

在慌忙，涵泳功夫意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需要急思量。”它的过程

包含三点：一是从容诵读；二是进入语境；三是体察领悟，增强语感、文

感。一言以蔽之，此法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直接体悟的整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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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这种方法，避免了支离破碎的繁琐分析，使文章失去了生气与活力，

而以整体观照综合理解把握主旨作为起点和落脚点。这种方法尤其适

用于诗词、戏曲、散文的教学。清代学者曾国藩曾称涵泳为“最精当的读

书之法”。

４．文道统一

文道统一是我们母语教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它是我国数千年

来语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语文教学中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统

一的科学总结，它符合语言文字与思想内容不可分割的实际，又符合教

书育人的基本原则。它集中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又揭示了语文

教学的特殊规律，对语文教学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很好地继

承。但这种继承必须建立在对“文”与“道”的辩证的理解之上。

简单地说，我们不能将“文”与“道”二者割裂或对立。古人云：“道非

文不著，道非文不生。”应该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怎么‘统一’呢？统

一，不是‘文＝道’，不是‘道＝文’，也不是‘文＋道’，应当是文中有道，道

中有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掣肘，互相干挠。”（张志公语）

二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车失一轮不能行驶，鸟失一翼不能飞翔。

失去一方，另一方也不能成功地运作。

当前语文教学上，往往不少问题的争论都是与此相关的。比如，对

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各自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文与道

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语文属工具性学科，在语言训练中，培养学生的

语文能力是语文课的首要任务，但同时要认识到语文却又是人文性、思

想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乃是语文教学题中应有之

义，然而这种教育“必须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渗透在教学过程中，起到

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样，才能使语文和“人文教育”达到“适度”。这种工

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也就是文与道的统一。

５．多读、多写、多思

多读、多写、多思。语文贫乏是形成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多读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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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功的秘诀之一。他们主张博学审问，穷经通史，通晓诸子百家。不

仅要多读，而且要熟读，以至达到背诵。如老一辈作家不管是鲁迅还是

郭沫若，是茅盾还是叶圣陶，他们无一不是在“读功”与“背功”上花了巨

大的精力与时间。

鲁迅在少年时代，背诵的任务很重，要求“月月清”、“年年清”，即月

底要背一个月里上的课文；“待到年底，就要把一年里上的课文全部背下

来”。

（林贤治《人间鲁迅》）

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言语材料，为“多写”奠定了基础。“多写”除练

整篇文章之外，还进行“属对”训练，方法是所对的字数由少到多，先一字

对，二字对，然后三字对以至多字对。如“天”对“地”，“雨”对“风”，“暮

鼓”对“晨钟”等等。

直到１９３２年，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招生拟定的语文试

题，还有出句为“孙行者”这个对对子的试题。这是一种符合母语特点的

高度综合的语言训练方法。既是字、词、词组和句子的训练，又是音韵、

语法、逻辑的综合训练。然后再从这句子训练过渡到篇章训练。封建教

育很重视文章训练，但到明清以后，文章训练就成为八股文的训练了。

八股文虽然不足取，但它强调多写仍是有借鉴价值的。

此外，还要强调“多思”，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

“审问、慎思、明辨”，要让学生自己去体会、玩味、顿悟，“入乎其内，出乎

其外”，“一旦豁然贯通焉”，由知识迁移为能力，以至走向创造，因而中国

才产生《离骚》、《红楼梦》、《阿Ｑ正传》等震古铄今的艺术精品，和数以万

计的如屈原、曹雪芹、鲁迅等举世闻名的语言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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