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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三练”模式助力语文课堂更精彩
王春霞

新疆昌吉州木垒县第三小学，中国·新疆昌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语文课堂教学改革，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
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法。”这为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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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探索、研究和不断调整、完善，我们构建了小学

语文中高年级“五步三练”的基本教学环节：围绕目标，高

效导入—检测预习、整体感知—精读点拨，突破难点—积累

运用、当堂练写（说）—立足文本、拓展阅读和围绕目标及

时检测反馈的“三练”。下面就五步环节谈谈我的理解。

2 围绕目标，高效导入

这一环节主要教师围绕教学核心目标从三个角度思考

最有效地激发学生对学习活动的兴趣。

2.1 知识的角度

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的角度引导学生纳入旧有知识

轨道，从而为本次学习提供知识链接和基础。例如，笔者在

教学《太阳》，先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知道那些说明方法，读

说明性文章要注意些什么，然后出示课题，看读这篇文章，

你能找到那些说明方法？让学生带着已有的经验去阅读，学

习的效果就特别好 [1]。

2.2 方法的角度

教材以单元整合的方式出现，学习时可对学过的相关

方法加以归纳总结，然后再引入新课。教学《刷子李》时，

师 :我想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著名

作家冯骥才在《俗世奇人》这本书中就为我们记载了许许多

多民间身怀绝技的奇人，今天这节课咱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

位，他就是刷子李。学习这篇课文咱们必须弄白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叫刷子李？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奇

在哪里？顿时激发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3 情感的角度

例如，《秋天的怀念》一课，上课之前笔者先引导学

生讲一讲作者史铁生的平生经历，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突然

双腿瘫痪，他的绝望与挣扎，家人的关爱，让学生对文章、

对人物从情感方面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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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环节既要考虑如何将课堂气氛的渲染同学生下面的

学习巧妙结合起来，又要考虑如何真正指向目标的达成。

3 检测预习、整体感知

这一环节向学生强调预习的作用，认识到预习是课堂

教学的关键。要求学生以导学案为抓手，一定要在课前自主

学习，将新内容反复预习（这个我把它叫做课前独学），并

尽量完成导学案上提出或是设置的问题，对不能解决的问题

要求学生用有色笔做记号或是写下来，以便学生在课堂自主

学习探讨时提交组内甚至班内进行交流，寻求问题的解决 [2]。

课堂上一方面要求每个学习小组的组长检查学生课前

预习和解决问题完成的情况，并要求组内同学将课前没有解

决或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交组内展示，此时组长将大家的问

题集中起来，带领小组同学一起来就导学案中的问题开展有

效的合作、探究、对子帮扶。此时，小组内还是不能解决的，

有小组长汇报，全班集中解决。

这样课前学生已经主动运用已有的知识、方法和能力，

自主阅读，查阅资料并扫除阅读障碍。课堂展示时学生可以

提醒别人注意难读、易错的字词；可展示搜集的资料；概括

课文主要内容；交流阅读心得或提出难点、疑点等。便于教

师掌握学情，引领学生确定学习目标，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参

与课堂的学习热情。

4 精读点拨，突破难点

根据学生的预习展示，教师与学生紧扣重难点，进行

有研究性学习。

学生围绕目标默读课文，勾勾画画，作批注。每个学

生都积极动脑，认真自学。研读课文重点问题的环节模式是

“一读，找重点句段，二读，从重点句段中找重点词语感悟。

三读，结合上下文，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联想，或联

系当时的背景等来感悟，并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朗读中。例如，

笔者在教学《慈母情深》突破难点 抓住描写母亲外貌、

动作、语言的重点句、段，体会母亲的慈祥与善良和我对母

亲的感激、热爱与崇敬之情，采用如下做法：

师：那一天，当我到母亲工作的地方去找她时，我看

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我为什么让我改变了注意，放弃

买书了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在文中勾画出相应的语句，

我们等会儿来交流 [3]。

组织交流：

①母亲是那样辛苦。

“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着，头和缝纫机挨得

那样近……”

母亲在“震耳欲聋”的工作环境中，“七八十台缝纫

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师：母亲要一直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不仅如此，母

亲工作的环境远比这恶劣。（出示幻灯片，指名读）

补充资料：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

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

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

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

到犹如身在蒸笼。

②母亲是那样瘦弱。

“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着”。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

③母亲是那样疲惫。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比较句子）

师：你们一定发现这个句子写得特别，谁发现了？

生：每一句话后面都有“我的母亲”，出现了三次。

生：把“我的母亲”搁在句子后面。

在这样的精读点拨，展示交流之后，学生都会对全文

重点、难点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效果会更加显著。

5 积累运用、当堂练写（说）

研讨完一个重点问题，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总结学习

方法，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清晰的模式，便于学生运用

这种模式解决类似的内容。在这一环节我们可以根据教材的

特点和语文要素设计恰当地训练点，引导学生或积累背诵；

或仿说仿写；或复述课文……

6 立足文本拓展延伸

拓展是学习语文的一种工具性的体现，是提高学生语

文素养的途径，是学习语文的根本目的所在。本课总结学习

方法，注重学用结合，迁移运用。此环节包括课内的拓展和

课外的拓展两个方面。如：学习五年级下册第五组课文

走进鲁迅，让学生结合相关资料，引领学生直面鲁迅的文字，

直面当时的社会背景，直面鲁迅的情感世界，了解鲁迅的世

界，体会鲁迅的语言和思想。笔者在教学《少年闰土》一课，

在上课前先安排学生查找鲁迅先生的相关资料，做好记录。

课堂中引导学生读《少年闰土》，借助相关资料，了解课文

主要内容；小标题形式梳理主要内容之后，问：“少年闰土

给你怎样的感受？”学生依据文本交流少年闰土是一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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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勇敢、见多识广少年。老师故意设疑问“真的是这样吗？”

接着出示《中年闰土》让学生阅读。最后引导学生对比阅读

与发现：你发现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哪些不同？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结合资料小组内交流。课后

推荐阅读《故乡》这部短篇小说，学生兴趣盎然。单元学习

之后，教师提出说说“鲁迅先生是个怎样的人”？你的依据

是什么？引导学生积累语言，深刻认识鲁迅，完成以下学习

任务：①抄写本单元四篇课文中，你认为最值得记录下来的

语句，最好写写你为什么喜欢这些句子。②出示鲁迅先生的

一些名言，指导学生阅读积累。③以“鲁迅语言特色、鲁迅

性格特点、鲁迅精神境界”为核心词，办一期手抄报。

此环节让学生由学会走向会学，最大限度地提高课堂

教学的有效性。

7 结语

按照“五步三练”教学模式，笔者牢牢把握学生是主体、

教师是主导、训练是主线的原则，成功实现了师生角色的相

互转换，大胆地将课堂让给学生，自己甘愿充当舞台下的一

名普通观众，把舞台让给广大的学生，让学生主宰课堂，让

学生走上舞台去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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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论文针对现有的网络攻防实验环节仍然存在着实验

教学体系不完备、仿真能力差、考核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构

建以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为依托，多元化考核机制为约束的实

验教学体系，实现以科研项目为引导、学科竞赛为抓手、实

际工程为载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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