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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品语识文：史家小学的语文教育》全方位地阐释了史家小学语文教育的传统与风格，通过教师
的生动讲述和一个个鲜活案例，结合语文教学的不同阶段和内容，将史家小学重在提高学生听、说、
读、写、思等综合素养的教育理念娓娓道来。
史家小学的语文教育也不局限于课堂之内，而是延伸到课外，渗透到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引
导学生于生活中感悟语文，学习语文，并在此过程中使学生对母语产生浓厚的兴趣，形成积极的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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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让学生跨越写作障碍，史家小学的老师从培养写作兴趣人手，分清阶段，找准目标，拓展训
练，使小学习作教学构成一个科学的体系。
其中一个具体的办法，就是日记教学。
兴趣是学生学习中的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心理因素。
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兴趣。
”在日记教学方面，宋宁宁老师就采取了独特的教学方法。
　　由于宋宁宁教的学生正处于中年级段。
从中年级段课标对学生写作的要求来看，学生要“留心周围事物，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习作的自信心
”，培养写作兴趣。
从第二学期开始，除每周一篇的周记或片段外，宋宁宁对日记不做强令要求，想淡化学生生活中的写
作情结，释放因写而产生的厌倦情绪，让学生自己争取写作的主动权。
对于学生一直关注的日记要求，宋老师仅提出了一些建议，如说说一天中发生的让你高兴的或烦恼的
事等，仅此而已。
　　在日记的批阅上，宋宁宁常在学生日记的末尾，画上一个自己读过这篇文章后的表情图案，如高
兴、悲伤等，或是一个用简笔画勾勒出她对学生文章的理解。
可别小看这些简单的配图，在孩子们的眼中那是一份最直接的沟通，是老师支持理解的体现。
　　一个学生的文章可以作为班里的一份资源，只有在和全班同学一起交流分享时才能发挥它的功效
。
每当宋老师看到学生的好日记、好片段，总忍不住有读给全班听的冲动。
在争取学生的允许后，起初由她边读边对文章发表感触。
为了调动更多学生的积极性，逐渐地由老师“一家读”变成师生“多家读”“多家议”，这样既加深
了学生对文章的揣摩，又提高了学生们的写作兴趣，而且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解读，还使学生们对
客观事物的认知、理解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兴趣成了学生写作的巨大动力，然而要写好每一篇文章，光靠兴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教师进
一步思路上的点拨和方法上的指导。
史家小学的语文老师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关键要从观察、思维、积累三方面进行训练。
　　观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重要途径，也是构成作文能力的重要因素。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要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借助教材，让学生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如指导学生看
图、看实物，带领学生参观、游览，教给学生观察方法。
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方面，老师们还突出地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训练：细致观察、有序观察、抓住重
点观察、用多种感官观察、边观察边想象和联想等，使学生在观察时有一定的落脚点、支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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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品语识文：史家小学的语文教育》记录了史家小学令人钦佩的语文教师，以及被语文浸润的学
生群体，其中既有他们对语文教育的切身感悟，也有精彩纷呈的教育故事，从中可以窥见史家小学语
文教育不断创新的奥秘所在，也让读者在了解史家小学语文教学的同时，更加深入地把握语文教育的
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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