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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课程的要求,往往能从课程基本理念得以体现,也能揭示出课程的内涵,为课程实施奠定了基

础。因此,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一定要把握住课程基本理念,更要把自己的理解渗透到教学之中,既能提升

阅读教学的专业化水平,也能提升教学质量。本文把2011版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课标》当成依托,把《祖

父的园子》这篇文章当成研究对象,围绕语文基本素养、语文教育特点、语文学习方式、语文课程建设

四个维度浅谈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体现语文新课标的课程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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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小学语文课程的内容十分丰

富,语文教学之所以多姿多彩,就是因为

每位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都形成了

独特的风格。课程理念从整体上对课程

提出了要求,也能展现课程内涵,为课程

实施奠定了基础。不管对于哪一门课程

来说,明确了课程基本理念,教师的教学

活动会得到有效指导,进而合理地选取

教学内容、方法,有效进行评价活动。基

本此,本文以2011版基础教育阶段的《语

文课标》为依托,把《祖国的园子》这篇

课文当成研究案例,围绕语文基本素养、

语文教育特点、语文学习方式、语文课

程建设四个维度浅谈怎样在新课标课程

基本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教学设计。 

1 基本素养：《祖父的园子》很

好诠释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语文素养”一词近年来提及率比

较高,除了基本的听、说、读、写四大能

力以外,还涉及到发展学生的思维、增强

语感、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健全的人

格等内容。新课标对语文学科的特征进

行了解读,即同时兼顾人文性与工具性。

所谓工具性,就是指语文既是学习其他

学科的有效工具,还是生活交流的工具,

更是传承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工具。所以语文教学中最重要也

是最基础的是教会学生认识文字和运用

文字的能力。也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 

在课文《祖父的园子》的教学设计

中,教师可以通过以下设计,来提升学生

的工具性语文素养：首先,克服字词困难,

把课文读通顺。在这一环节,鼓励学生用

适合自己、能展现自身优势的方法读课

文,尤其是遇到不认识的字或是自己感

兴趣的句子,可以反复多读几遍,也可以

背下来。鼓励学生自主认识“蚱、晃”

等11个字,也要学会“蝴、蚂”等14个字

的写法,会读课文中的每一个词语；生

字；其次,课中重点解读“明晃晃、圆滚

滚”等词语所表达的情感,课后让学生下

去搜集和积累类似词语,学习作者怎样

写出生活中的零星琐事,让学生对写作

产生兴趣。解决好“工具性”层面的字

词问题,带领学生做好日常点滴积累,在

此基础上,才能践行全面提高学生的人

文素养的理念。 

语文人文性,首先就是要从语文中

挖掘出丰富的人文内涵,熏陶学生的思

想,升华其精神境界；其次,追求自由之

精神,以学生为本,真正把学习的权利让

渡给学生,让学生勇敢地质疑、反思。这

篇课文是著名小说家萧红所著,选自于

《呼兰河传》,这部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中

有着较高的地位,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

感受到,这既是一幅绚丽的油画,也是一

首凄婉的歌谣,这是因为小说中用了大

量笔墨描写了作者家乡的风土人情,也

渗透的祖孙之情、家国情怀,无一不展现

乡土中国真实一面,无一不包含中华民

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感。这对于学生

精神境界的提高有着标志牌的意义。 

2 教育特点：《祖父的园子》很

好展示了多元性与实践性的特点 

语文课与其他学科最大的区别,在

于蕴含着丰厚的人文精神,既能让学生

掌握知识,也能对其价值观产生深远影

响。因此,教师不能只是关注语文的工具

性,而应该把情感、思想、价值观引领等

渗透到教学之中,体现出教学的人文性。

与此同时,要引导学生感受到生命价值,

要对学生的独特性予以尊重,要及时对

学生的点滴进步予以肯定,要积极地对

他们进行引导。与此同时,也要以正确的

价值取向为前提帮助学生获得良好体验,

但要把握好多元体验的度。在《祖父的

园子》教学之中,教师鼓励学生反复诵读

课文,有意引导他们自悟以及自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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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谈谈自己对于课文中描写园子场景、

描写祖孙相处场景的感受和体会,无论

什么观点,教师都应尊重,在此基础上进

行引导。 

语文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学会母语的

使用方法,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不能脱

离现实孤立进行。这就要求教师把语文

课拓展到生活之中,延伸到孩子们的课

余生活之中。学习语文的目的就是要在

生活中运用语文,语文学习的每一项内

容都与生活有关。要对语文实践性予以

重视,要在真实的生活中感受到语文的

丰盈与厚重,让学生对语文产生正确的

认知,更加激发他们对语文学科的热爱。

如在《祖父的园子》中,为了让学生更好

的体会祖孙亲情,可以让他们通过联想

自己生活中与祖父祖母相处的场景体

会。与此同时,在课后,还可以借助语文

园地,让学生采访自己父母的童年故事,

了解不同年代童年生活的特点,能够提

高学生与大人的亲密度,让学生初步感

知时代的变迁,珍惜童年时光。在此阶段,

也可学会运用语文技巧,边交流边记录,

听人说话抓重点。 

3 学习方式：《祖父的园子》很

好体现了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 

当前人才培养目标有所调整,在国

际化发展大潮中最需要的就是具备创新

意识、创新能力、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

的一代新公民,所以,课程改革明显表示

出对学习方式的重视,要引领学生合作

学习、自主探究,并把这些当成最主要的

学习方式。 

身处信息时代,人们每时每刻都在

与信息打交道,报纸、新闻、网络、大众

传媒、成绩等等,都是信息。指导学会自

主收集、处理信息,进而用好信息,是教

师亟需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比如在《祖

父的园子》一课中,可以这样安排：首先,

备课阶段,教师只需确定好本课需收集

资料的主题“萧红的生平”“萧红的童

年”,要让学生意识到为何要搜集资料；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

引领,要让学生掌握方法与技巧,感受到

完成这项任务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如可

以通过阅读萧红的书籍《呼兰河传》或

者通过网络了解这位作家的成绩等。最

后,教师要及时对学生带到课堂中的资

料进行评价,做出积极反馈,并引导他们

运用这些资料加深学习,也可以让学生

互相分享资料、介绍搜集资料的技巧,

扩展知识面。 

合作学习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课

堂教学处处体现出平等与包容,合作学

习一般是以小组的形式开展的,使每个

学生都能对其他伙伴提供支持,在自己

学好知识的同时帮助他人。这种学习方

法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打造强大的学习共

同体,共享知识及其他资源,产生共同成

长的效果。比如在《祖父的园子》中,

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来划分本

文的段落,并概括每个段落的主旨大意；

同时,让学生小组讨论思考：祖父的园子

里有些什么？“我”和“祖父”都在这

里做过些什么事情？ 

探究式学习就是要让学生知道知识

的由来,并非机械地把知识存储于大脑

之中。在语文教学中,探究学习与其他学

科有所不同,不能得到固定的答案,不能

使学生对文本有唯一的理解,需要让学

生通过探究的过程,寻找到适合自己的

阅读方法。所以,在探究性学习中,教师

须找到具有一定开放性且适合不同学生

的问题,如《祖父的园子》中,“作者花

这么多功夫描写园子,是向表达什么情

感呢？” 

4 课程建设：《祖父的园子》很

好呈现了开放与活力的课堂 

新课标明确强调,语文课程应该是

包容、开放的,应该焕发出无限活力。语

文教学要满足每一位学生的需要,要根

据时代发展形势设定合理的课程目标,

要开发出良好的课程资源,而这些都应

该与学生的兴趣、需求相吻合,在教学实

践中进行实现更新发展。笔者认为开放

而有活力的课程指学生对某个问题有创

新性的想法,允许学生提出新奇的问题,

鼓励他们对老师和同学的观点进行批判,

让他们的思维变得灵动,这样的语文课

才是“活”的,师生双方都能有收获。因

此,如《祖父的园子》一文,教师上课时

不仅要围绕课本,还要高于课本,不仅讲

祖孙情深,讲作家萧红的一生,更要讲故

事背后的上个世纪的中国乡村,使学生

了解不同时代的特点,珍惜当代幸福,逐

渐使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有所提升,这

是拥有美好人生的基点。 

综上所述,结合语文课程基本理

念来进行教学设计,才能有助于教学

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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