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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生长课堂的言语活动设计

———以连云港市师专三附小“生长教育”特色培育为例

●吴易霏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小学语文生长课堂和言语活动,分析了语文课堂中言语活动组织开展取得的成果以

及表现出的活动设计浅表化、活动形式单一、课堂实施简单随意、忽视学生个性发展、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等

不足,并尝试围绕言语活动生长点的确定、活动情境的创设、言语生成的自主探究、活动基本类型设计以及评

价指标设计等维度,探讨相应的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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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长课堂是近年来较受关注的教育概念，同时也是现

代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语文生长课堂中对

言语活动进行专门的设计与组织，从学生角度出发探索具体

活动的组织开展要点，既能以契合学生身心特点的方式构建

高质量活动，又能引导学生在各种活动中掌握语言规则和言

语范式，从而发挥言语活动在支持生长课堂构建与实施方面

的价值，为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带来支持。

小学语文生长课堂和言语活动概述

(一)小学语文生长课堂

生长课堂从本质上是融合和践行“教育即生长”理念的

课堂，其反映了以引导和促进学生生长为教学宗旨及核心思

想的课堂教学要点，是现代教育落实以生为本理念的重要体

现。 小学语文生长课堂需要基于学生生长的现实和需要出

发，关注学生在语文课程维度乃至各个方面的生长与发展，

强调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兼顾知识技能的掌握、学习能力的提

升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发展，致力于引导学生探索学习

方式和生命表达方式的结合。 换言之，语文生长课堂强调

语文学习指向生长，即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让语文课程

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导向与支持。 对语文生长课堂而言，

生长本身既是目的，课堂教育将逐步从知识教育走向人的教

育，同时课程内容也将从知识教学向综合培育方向过渡，教

学方法则将从教师的教学为主向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转变，

同时课堂路径也将由课内走向课外。

(二)语文生长课堂言语活动

言语活动就是人们使用语言进行口头交流或表达的各种

活动，如交谈、演讲、辩论、写作等。 在语文生长课堂中组

织和开展言语活动，实际上就是指向学生的学习与生长发挥

言语活动的价值与功能，为学生提供合适的成长载体与形

式。 实际上言语活动本身就属于语文课程教学的一部分，

语文作为以语言文字为核心的课程自然离不开言语活动的支

持。 一方面，言语活动是语文教学的载体，其能为学生语

言知识与技能的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言语活动是语文

教学的延伸，其能在课程知识之外引导学生以各种形式去学

习、探索和成长。

小学语文课堂中的言语活动现状分析

实际上言语活动一直都是小学语文课堂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即便教师对其缺乏深刻认知与把握，也会在课堂教学中

通过各种方式组织活动并强化实践。 究其原因，语文课堂

本身作为以语言文字为基本载体的教学课堂，在其实践过程

中必然会出现各种言语活动。 不管是教师通过语言讲解知

识内容，还是教师抽学生回答问题，又或者是教师组织学生

进行课堂讨论，实际上都可以视作言语活动。 而在语文生

长课堂建设越来越受重视的情况下，言语活动的重要性逐步

得到强化，不少教师也在课堂上有意识地设计、组织言语活

动，致力于通过言语活动促进知识传递、强化教学实践以及

强化课外延伸拓展。 在言语活动的支持下，语文生长课堂

教学效果实际上也得到了一定改善，语文教学也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带来了重要支持。 不过从实践层面看，当下语文课

堂中言语活动的组织开展依旧存在一定不足，例如连云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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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专三附小“生长教育”特色培育背景下的语文课堂言语活

动便暴露出了一定不足，具体如下。

(一)活动设计浅表化

言语活动实际上能够承载极为丰厚的内涵，基于其传递

的知识内容以及思想文化能实现全方位、多维度的延伸。

但是部分教师在设计和组织言语活动时，只关注语言知识本

身，却没有基于其进行深度探究，导致活动的组织开展并不

能引导学生从言语出发深入探究与深刻生长，不利于生长课

堂的高质量构建。

(二)活动形式单一

部分语文教师在课堂中组织言语活动存在活动形式过于

单一的问题。 教师习惯性地采取自身熟悉的方式组织言语

活动，如问答、辩论等。 这样固然能确保言语活动的组织

足够高效，也能充分发挥教师的经验优势。 但是长期采取

过于单一的活动形式构建语文生长课堂，容易令学生感到枯

燥乏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课堂体验与收获，既不利

于学生生长，还会影响言语活动本身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课堂实施简单随意

语文生长课堂中的言语活动实施应当基于充分的设计与

规划展开，这样才能切实保障活动质量与效果。 但是部分

教师在组织实施言语活动时存在过于简单随意的情况，往往

只是在课堂上从语言知识本身进行随意延伸，并没有通过设

计与规划尽可能激活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深化语

言实践等，导致言语活动的效果难以充分发挥，也影响了生

长课堂的高质量构建。

(四)忽视学生个性发展

不同学生作为不同的个体，他们的生长与发展也会有所

不同。 在语文生长课堂的构建中，强调、尊重并引导学生

个性化发展较为有必要。 然而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组织

言语活动时却没有充分关注学生个性发展，而是将所有学生

视作一个整体，没有针对学生个体实际情况合理设计与组织

个性化的活动，不利于学生个性化生长。

(五)教学评价水平不高

教学评价是语文生长课堂的重要部分，不仅能有效反映

学生们在语言知识乃至各个方面的生长发展情况，还能针对

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加以改善，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生

长。 然而当下语文生长课堂中的言语活动教学评价水平并

不高，主要表现为评价指标设置不合理、评价主体单一、评

价方法简单等，难以全面、准确反映学生们的学习生长情

况，更难以为学生们提供有价值的指导与帮助，需要加以

改善。

小学语文生长课堂的言语活动设计要点

(一)设计路径

１．确定言语活动生长点

对语文生长课堂中言语活动的设计而言，最基础也最关

键的一点在于活动生长点的确定，即从知识内容出发找准延

伸拓展方向，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通过活动实现生长。 一般

来说，教师可基于文字、课标以及学生经验等维度进行延伸

生长，实践中还可将三者结合起来，为言语活动的设计提供

合适的生长点，以保障基于言语活动的生长课堂能有效构

建。 第一，基于文字的言语活动生长点，需要教师从文字

本身出发，带领学生对语言规则、言语范式等加以探究，让

学生能在此过程中深化对语言知识、文字技能的理解和把

握，促进学生高效学习与生长。 第二，基于课标的言语活

动生长点，则需要教师从课程内容出发，关注课程教学对学

生识字、写字、口语、写作等能力提出的要求，针对性地组

织开展相应言语活动，从而引导学生在活动中着重实现语文

技能与能力层面的生长发展。 第三，基于学生经验的言语

活动生长点，则致力于深化课程教学与学生日常生活经验的

联系，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对语言规则和言语范式进行

思考与探究，从而提升言语活动的教学价值。 例如，教学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这篇课文时，教师便基于学生经

验确定了言语活动生长点。 教师提前对课文进行分析，发

现课文中描写了生活中常见的场景以及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

爱之情，这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关联。 课堂上，

教师可从学生生活经验出发组织言语活动。 引导学生分享

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美景，鼓励学生用语言表述出来，学生

们会结合课文有意识地对天气、色彩、形状、动作等进行表

述。 通过这种基于学生生活经验构建言语活动的方式，教

师能深化课堂内外的有机结合，并通过讨论分享的形式吸引

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有利于学生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

生长。

２．创设生动有趣活动情境

语文生长课堂中的言语活动往往需要依托于情境。 通

过创设情境的方式，教师能更加轻松、有效地吸引学生们参

与到言语活动之中，引导学生在情境感受与体验中自然而然

地学习和运用语言文字，能有效提升言语活动的实践效果。

生长课堂中言语活动情境的创设策略通常包含分解与整合、

辩证、组块等，其中分解与整合强调“大情境”与“小情

境”的结合，辩证则着重凸显清静的“动”与“静”，组块

则关注情境的发生顺序或因果关系。 教师需要根据言语活

动的实际需求，合理创设生动有趣的活动情境，进而更好地

支持教学活动开展，提升生长课堂构建质量。 例如，教学

“搭船的鸟”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运用分解与整合的策略

创设言语活动情境。 教师从课标出发，致力于通过言语活

动引导学生学习生字词、通过语言文字感受人与动物和谐共

处的美好境界。 课堂上，教师借助课文内容以及图片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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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应的情境，通过语言描述搭船的鸟的情境。 还可以鼓

励学生们适当延伸与拓展，让学生联想与构建其他的自然情

境，同时提供一定的指导与帮助。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

们通过语言创设丰富的“大情境”，该情境展示了自然界中

各种动物与人和谐相处的画面。 学生们在情境中不但能充

分感受语言的乐趣与魅力，也能更加有效地参与言语活动，

从而实现语言能力的良好发展。

３．自主探究的言语生成

言语活动的关键在于言语生成，即学生通过活动实现言

语范式的学习迁移，最终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带来支持。 而

要实现这一点，教师必须强化自主探究的言语生成，鼓励和

指导学生在言语活动中自主尝试与探究，让学生能真正基于

自身的学习和尝试发展语言能力乃至实现综合成长。 教师

需要充分考虑学生具体情况，基于学生的身心特点、兴趣喜

好、语文基础、学习能力等提供指引，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

动性，从而确保他们能在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活动中实现语

言能力、思维能力的同步发展。

(二)基本类型设计

设计语文生长课堂中的言语活动，课本上可按照以下几

种类型展开。 第一，思辨为主的问题情境型，即通过问题

情境引导学生思考，深化思考和语言的结合；第二，写作为

主的批注型，即引导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多多动笔，做好批

注，通过日常的积累逐步发展语言能力；第三，读写结合的

迁移型，即引导学生在读写结合的言语活动中深化以读促

写、以写促读，让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读写能力的迁

移；第四，识字为主的游戏竞猜型，即针对低年级学生构建

趣味化的言语游戏活动，引导学生在游戏中体会乐趣并掌握

新的语言知识，尤其体现在识字教学方面。 教师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言语活动设计的基本类型，并在实践中

合理设计与落实课堂实施，从而提高活动开展水平。 例

如，教学“司马光”这篇课文时，教师便设计了思辨为主的

问题情境性言语活动。 课堂上，教师带领学生通过提问的

方式构建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中去思考、探究，还要兼顾

语文知识教学以及学生思辨成长，引导学生在言语活动中实

现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良好成长。 教师通过语言详细描

述了司马光砸缸的情境，并提出了问题：“同学们，你们觉

得司马光是一个机智聪明、遇事冷静镇定的孩子吗？ 你们

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 你会采取其他办法救出掉进缸

中的孩子吗？”通过这些问题的启发与引导，学生们在言语

活动中畅所欲言地表达自身想法，大胆联想，从而实现了语

言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同步发展。

(三)评价指标设计

为了支持生长课堂中言语活动的高质量创设与实施，教

师需要对评价指标进行合理设计。 教师需针对言语活动的

不同阶段，合理制定不同的评价指标。 其中对言语活动生

长点而言，教师需要着重关注生长点的适切性、可调性以及

持续性；对言语活动的评价指标设计，则要着重关注活动本

身的真实性、活动是否具有良好系统性、活动是否足够简

洁、活动内容是否丰富饱满、活动形式是否生动有趣、活动

内核是否积极向上等；对活动中学生言语生成的评价指标设

计，则要着重关注学生的参与情况、言语知识的学习情况、

言语知识的运用结果、言语规则的习得情况、言语的生成与

创造情况、个性化发展等。

结束语

综上所述，设计组织言语活动能为语文生长课堂的构建

带来支持。 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师一定要深化对生长课堂以

及言语活动的认知与理解，掌握相应的实践方法，并在实践

中不断积累经验以及改进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言语活动设计

组织水平，基于言语活动构建高质量的语文生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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