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语文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文本即生活的记

录，教学即生活的阐释，阅读即生活的体验，作文即生活的再

现。因此，语文教学和生活应是紧密联系的，离开生活的教学，

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所以，广大教师应积极探究如何使

语文教学生活化，从而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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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生活相联系，成就精彩课堂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丰富的语文

教育资源，挖掘教材中的生活因素，构建课内外联系、校内外

沟通、 学科间融合的语文教学体系， 从而使教学活动更加生

动，学生认知更加轻松。
（一）教学方式多样化

1.在游戏中体验语文。 小学生天性活泼好动，喜爱游戏。
好玩的游戏不仅能满足学生爱玩的天性，还能使他们在轻松、
愉快的环境中学到知识，提高技能和技巧。通过游戏巩固已学

知识，寓教学于“游戏”之中，学生喜闻乐见，兴趣很高。 因此，
教学过程中我们可把教学、生活、游戏相结合，让学生在游戏

中学习新知，在游戏中记住新知。 这样，整节课学生都会兴趣

盎然，轻松愉快。
2.在情境中想象生活。 语文教学应关注学生的想象力，鼓

励学生根据文本的描述进行想象，将抽象文字具体化，也更利

于文本的理解。对此，教师应进行情境的创设，以激发学生的形

象思维，使之打破时空界限，感知和体验生活，掌握相关知识。
（二）走进生活，丰富教学内容

1.立足教材，走进生活。 语文教材与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因此我们的教学也应在立足教材的同时，走进学生的生活，让

学生把生活中体验带到课堂中理解文本内容， 再把教材内容

在生活中实践。 这整个过程尊重了学生的生活经 验，让 学 生

自己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同时也使教材知识结构与学

生认知结构 达 到 了 同 步。 这 样， 教 师 的 教 才 会 变 得 轻 松 愉

快，而不是反复机械 的 训 练，扼 杀 学 生 的 思 维 发 展。 如 在 教

学《田家四季歌》时，学生对 四 季 的 划 分 还 不 是 很 明 确，有 些

学生甚至连秋季成熟什么都不知道。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可

以带领学生走进田野、果园、谷地。 当学生走进谷地时，发现

金黄的稻子沉甸甸地低垂着头。 这时，学生用课文中的语言

描述着他们 看 到 的 谷 穗， 一 个 个 惊 喜 地 感 受 到 文 本 就 是 对

生活真实事物的描述。
2.立足课堂放眼生活。 以往的语文教学中，我们更多关注

的是学生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学生自身的生活体验。 现在，
我们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生活体验， 把他们从课堂带入到生活

中。这样，学生理解文本才会轻松深刻，课堂才会畅所欲言，精

彩纷呈。 此时，学生不仅会说还会写，真正能够做到我口表我

心，我手写我口。

（三）学科整合达到生活化

语文学科除了具有工具性外还有人文性， 担负着学生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任务。 品德与生活学科是以学生的生

活体验为基础， 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对生活的热爱与探

索，教会学生做人是课程的核心。 因此，这两个学科既有独立

性又相互交融，在教学中可以进行整合。如《称赞》这一课就是

引导学生看到他人优点，学会赞美，树立自信心。 这就能和品

德与生活中《夸夸我自己》一课进行整合。 这既避免了由于内

容的重复造成的浪费，又打破了学科壁垒。 而且，这两门课程

在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上也能相互借鉴，既拓展了学生视野，
又提升了情感态度目标的达成。

二、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得到落实

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共同趋势已经从知识教育走向能

力教育、素养教育。 我国的教育改革也从双基能力走向三维目标

到目前的素养教育。 由此可见，核心素养是最关键、最重要、不可

缺的素养。 那么，如果使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得到落实呢？
（一）思维品质素养的提升

在核心素养的落实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握的重中之重，那

就是努力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 因此，我们应在语文教学中，
引领学生走近文本，使学生积极学习其中的优秀品德，从而不

断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
（二）交流合作素养的提升

培养学生的合作素养，应该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合作

技能入手，培养学生想合作、会合作、善合作的能力，从而生成

一定的合作素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如可在教学

《猴子捞月亮》一课时进行分角色读；教学《明天要远足》一课

时进行分小组交流。虽然这样的合作形式相对简单，合作时间

相对较短，但是，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这已经很重要了，这是

他们与他人合作与交流的开端。
素质教育引领我们努力挣脱应试教育的羁绊， 开始重视

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使之成为不仅会读书而且会生活、具有

适应能力的社会成员；而核心素养的提出，意味着我们素质教

育出的学生，完全有能力适应社会，把握自己的未来，打造自

己更好的前景。 从而让我们的民族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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