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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要求低年级

学生“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

读中积累词语”，强调“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

国思想感情，引导学生积累丰富语言，培养语感，发展思维”。

在低年级的语文教学中，如何有效利用文本，敏锐地找到适

合学生的训练点，引导学生进行语言积累呢？下面笔者结合

自己执教的《田家四季歌》一课来谈一谈。

《田家四季歌》是一首儿歌，编排在小学语文二年级

上册第二单元的第 4 课。这首儿歌选自《一年短期小学用

国语读本第三册》，这本国语读本的编者是朱文叔，出版于

1937 年。这首儿歌是一首时序歌，将儿童情趣与科普知识

融为一体，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展现了乡村美丽的四季景

色，描写了农民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表达了对农民辛勤劳

动的赞美。

一、预习先行，积累语言

学生在一年级下学期学习了音序查字法，在二年级上学

期学习了部首查字法。恰当运用这两种查字法是学生独立识

字的一根“拐杖”。教师要给予学生查字典的时间和空间，

逐步培养学生在阅读中勤查字典的习惯，培养学生自主识字

的意识。教师可以凭借“预习”这一抓手，为学生营造语言

积累的契机。预习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借助字典查识字表和

写字表里的字，然后读读字典里该生字的“词语朋友”。比

如“戴” 字，学生查字典后，就能积累“戴红领巾、戴手表”

等词语，还能了解“戴”和“带”这两个同音字的区别。特

别是能积累到“披星戴月”这个成语，知道这比喻在外辛勤

地劳动，这和文本“归来戴月光”也建立了联系。还比如多

音字“场”，学生使用较多的是发音第三声的“场”；会说

“操场、广场”等词语，但是对发音第二声的“场”是比较

陌生的，也不理解意思。学生查字典后，明白了“场”（第

二声）除做量词以外，还指平坦的空地，积累了“场院”等

词语，能理解“稻上场”就是把收割回来的稻谷晒在场院里。

二年级上册教材要求认识450个生字，会写250个字。

在预习时，学生通过查字典或其他途径（问父母、利用网络

等）认识生字并组词。一学期下来，在预习这个环节，学生

积累的词汇量也是非常多的。

二、复习旧知，积累语言

新课伊始，如何导入呢？可以联系一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第一课《春夏秋冬》，采用复习旧知的方法。

教学过程：①提问“你知道一年有哪四个季节吗”；②

再回忆“每个季节都有什么代表事物”，读词语“春风、夏

雨、秋霜、冬雪”；③提示“这些词语还可以扩展成三个字

的短语”，读“春风吹、夏雨落、秋霜降、冬雪飘”这些短

语时做适当的停顿，把握好词语的节奏；④放手让学生自由

说“描写四季的四字词语”，学生说完再补充积累四字词语

“春暖花开、夏日炎炎、秋高气爽、寒冬腊月”。

这样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的词语复习，学

生直观地感受到了词语的变化、感受到了表达的变化、感受

到了语言的音韵美。

三、创设情境，积累语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实验小学（以下简称“我校”）的

学生大多居住在城市，极少数学生的老家是在农村。针对部

分学生对农村、对田家不是很了解的情况，笔者制作了美丽

的田园风光视频。首先是远景：青青竹林、一方鱼塘、绿绿

稻田；然后是特写镜头：田野里辛勤劳作的老农、菜园里果

实累累的辣椒树、草丛中白鹅觅食、池塘里鸭子戏水，并配

上了欢快动听的音乐。看完视频，让学生说说自己看到的景

色以及感受。

生：我觉得这里很像我的老家。

摘 要：重视语言积累，培养语言表达能力，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

版）》明确指出小学低年级（第一学段）语文教学以识字、写字为重点。语文教师要有效利用教材文本，找到

适合学生积累语言的训练点，开展扎实的语言训练，推动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文章从预习先行、复习

旧知、创设情境、巧用微课、朗读背诵、观察实物六个方面就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列举相关案例进行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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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觉得这里的景色很美。

生：我看到辣椒树上结满了大大的辣椒。

生：大白鹅悠闲地在草丛里找食物。

生：农村的生活很有意思，我也想去玩一玩。

“语言积累是以记忆为基础和核心，以理解为前提，以

运用为指向的三位一体的语文活动。”通过视频，教师把学

生带入优美的田园情境中，调动学生的情绪体验，使其感受

田家生活的浓浓趣味。学生对田家风光有了自己的认识，激

活了已有的经验，创造出了生动又富有童趣的句子。

四、巧用微课，积累语言

一个学生如果词汇储备很少，那么他的语言是贫乏的；

反之，如果词汇量多，那么他的语言是丰富的，理解与分析

文字能力也会更高。所以，增加词汇量是语言积累极其重要

的一环。课文中出现的生字、新词是低年级的语文课堂教学

的重点。《田家四季歌》的课后习题第二题，安排的就是“播种、

插秧、耕田、采桑”等一组关于四季农事活动的词语，让学

生读一读、记一记。此题的设计意图是引导学生理解、识记、

积累关于四季农事活动的词语，从而进一步了解农家生活。

教师在课中提问：说说你知道的农事活动。学生的回答五花

八门，有说杀猪的，有说捞鱼的，还有说喂马的。这是因为

农事活动对学生来说比较陌生，所以他们回答得不着边际。

这个难点如何解决呢？经过多次实践与调整，笔者采用

了插入微课的办法，先找到相关农事活动的图片，再配上文

字解说，按照一年四季的顺序制作成农事活动的微课。微课

解说词如下：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在明媚的春光中播种，播下希望。

勤劳的水牛、轰鸣的耕田机在忙碌地耕田。田耕好了，农民

开始插秧。山坡上的桑叶正等着人们来采摘。肥肥的桑叶是

蚕宝宝的美食！伴着阳光雨露成长的，除了禾苗，还有野草。

夏日炎炎，农民顶着烈日在田间除草。秋天，田野里一片金

黄。在北方，农民拿着镰刀，在田间忙着割麦。在南方，稻

谷熟了，农民踩着打谷机忙着打谷。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

的脸上。积肥，也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农民在田里挖个

坑，将杂草、秸秆、粪肥等材料拌上土一起填到坑里，之后

浇一些水，最后再盖上一层厚厚的土。这样过几个月，黝黑

发亮的农家肥就制造出来了。小朋友们，看到这里，相信你

们一定了解了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

学生看完微课，理解了相关词语的意思，了解了不同季

节的农事活动是不一样的，相同季节不同地域的农事活动也

是不同的，再通过自由读词语、教师带读、自己识记的方式

进行巩固。通过这些环节，学生扩充了词汇量，积累了这些

平时说得少、听得少又比较难懂的词语。

五、朗读背诵，积累语言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第一学段阅

读要求第 5 条提出：“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

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统编

版教材非常重视朗读，将朗读和背诵作为具体的语文要素明

确地提出来，渗透在课后习题中。《田家四季歌》的课后第

一题就是要求学生朗读课文、背诵课文。这首儿歌有四节，

相似的结构，交错的长短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学生愿

意读，喜欢读这样的儿歌。课初，教师可以配乐范读全文，

给学生树立“标杆”。在朗读“麦苗儿多嫩，桑叶儿正肥”

这一句时，学生看到“儿”字就习惯性地读成了儿化音。根

据课堂生成，教师分别读本音和读儿化音，引导学生比较后，

让其发现不读儿化音会更有节奏感。再是教师带读，学生跟

读，反复训练，最后学生能读正确。除范读、带读以外，还

可以采用做动作读、拍手打节奏读、分组比赛读、师生接龙

读、“踏浪”读等多种形式。通过诸多形式的朗读训练，学

生培养了语感、积累了语言。

在教学中，联系儿歌，借助插图，引入古诗并诵读，从

而达到积累的效果。例如：“采桑养蚕又插秧”一句，正如

诗人翁卷在《乡村四月》里写下的“乡村四月闲人少，采了

蚕桑又插田”；学习“谷像黄金粒粒香”时，联系“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学生感受到了香喷喷的米饭是来之不

易的，懂得了爱惜粮食。

特级教师于永正说：“我们要把语文课上得简单，就是

识字、读书，就是朗读、背诵有用的文字，真正给学生留下

点东西。诵，就是教他们写作文。”小学阶段语言积累最重

要的途径就是朗读和背诵。“语文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

积累的过程。经过‘厚积’，才能‘薄发’，没有积累，谈

不上良好的语感，也绝不可能有真正的听说读写能力。这是

我国语文教育传统为我们提供的好经验。” 

六、观察实物，积累语言

“识字、学词与认识事物相结合，不仅能丰富知识，提

高认知能力，还有助于把认识的字词变成能够灵活运用的积

极词汇，不断发展学生的语言。”学生大多生活在城市，“五

谷不分”。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上课时，笔者出示谷粒

实物，有学生说是稻子，有学生说是麦子，有学生问这是不

是真的谷子，还有学生问能不能尝一下。当笔者端着谷粒来

到学生面前，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新奇。实物展示给学生带来

了新鲜的体验。学生摸一摸、闻一闻、看一看，直观感受谷

粒的形象，积极地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发现。

生：我用手抓了一把谷粒，觉得它干干的。

生：我捏了几粒谷子，发现有些是扁的。

生：我闻了一下谷粒，觉得有泥巴的气味。

生：谷粒是金黄色的，谷粒的两头是尖尖的。

生：我嗑开了一粒谷子，原来里面就是大米呀！

通过“看、摸、捏、闻、尝”，调动多种感官的体验，

学生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发现，激发了表达的欲望。他们的

语言是稚嫩的，是朴实的。

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久积累的过程。

“积累是语文素养的基本元素。”在低年级的语文课堂教学

中，我们可以有效利用文本，扎实开展语言积累的训练，从

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学生语文运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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