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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学用相融”，使得语文课堂活色生香 

方 媛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350001 

摘要：语文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人文性。综合性体现在语文教学内容和教材内容的之间存在的联系，这些内容不仅包含知识层面，还含有

能力和素养方面，既有语言与思维方面，又有审美和鉴赏方面。因此应将“学用”融入语文常态教学中，在积累和梳理语文现象过程中认识语文的特点和运用规律，提

升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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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用相融”语文课堂的重要性 

随着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被越来越重视。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抓住语文学科的特点，开展符合小学生认知和成长规律的教学

活动。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把知识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知识的运

用能力。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挖掘教材中的育人价

值，把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将语文知识融会贯

通，提高学生的人文意识以及多方面的核心素养。 

二、“学用相融”语文课堂的特性 

（一）生命性 

在学用相融的语文课堂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引导者，课堂的气氛是和

谐、宽松的，是交流、互动的，是能够调动起师生双方的情感体验，能促使师生

双方共同发展与完善的课堂。富有生命性的课堂氛围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让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可以身心放松、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

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学习，在探究的过程中热爱探究。生命性的课堂氛围有利于学

生点燃热情，激发灵感，活跃思维，使师生在宽松与严谨、活泼与恬静的氛围中

彼此理解与沟通，使课堂教学充满生命活力，更好的完成三维教学目标，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 

(二)发展性 

课堂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蕴藏着巨大的可

变性和发展性。学用相融语文课堂不是一个封闭式，或者按照教师预设按部就班

的教学过程。教师敏锐的捕捉预设之外的每个时机，对课堂生成的信息的进行捕

提、判断和重组上。在这个过程中，师生、生生、师本、生本之间思维或认知上

的冲突可能导致课堂暂时失衡，但在交流、沟通、对话的动态过程中不断生成新

的相融关系。因此，学用相融的课堂是学习、发展、生成、创新的过程。 

（三）生产性 

学用相融的课堂以文本为基础，挖掘其中隐含的、未写明的内容并进行合理

推断，合理提问，引发学生思考，并迁移到生活中，这就是所谓的“生产性”。

“生产性”就是推动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运动文本提供的各种信息，建构出属

于自己的意义。 

三、“学用相融”在语文课堂中的体现 

（一）遵循规律，将“学用相融”与教学理念相结合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表达，而不是仅

仅停留在理解分析的层面。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训练学生语言在各个场景的

表达以及应用能力，通过语用能力的提升和发展，锻炼学生的语文综合水平，帮

助学生培养语文素养。教师既要考虑教学任务，又要考虑到教学的全面要求，还

要以小学生的实际特征为出发点，联系语文教学内容组织相关的阅读活动，为学

生语用能力的强化提供一定的平台，帮助学生在阅读知识的探索过程中实现语用

能力的深化。在培养语用能力的过程中，教师要认识到学生的语用能力培养要深

入阅读内部，需要学生自主探究、自主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小学生综合水平

的提升。 

（二）深入挖掘，将“学用相融”与教法相结合 

第一，语言训练从“学习”转向“运用”。如统编语文教科书二年级上册

《葡萄沟》中学习“五光十色”这个词，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练习上文的前半

句，回答出“五光十色”表示葡萄的颜色很多，教师可以顺势再让学生说说还有

哪些表示颜色多的成语，做好语言的积累，并尝试将这些词语进行造句。 

第二，内容理解从“学习”转向“运用”。如四年级上册《延安，我把你追

寻》中可以知道学生在对比、融合中理解“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可以组织学

生找找诗歌第 3-4 小节中形成对比的事物：今日的“高楼大厦”“家用电器”与

昔日的“茅屋”“土坑”；今日的“宇宙飞船”“电子计算机”同往日的“老牛破

车”，并引导学生仅仅抓住“忘不了”“不能丢”等词，让学生感受时代日新月异

的今天的同时仍旧不能忘记“延安精神”，理解“延安精神”的可贵之处，并迁

移到生活。 

第三，学法指导从“学习”转向“运用” 

在阅读教学中，教者应充分发掘文本中的语言材料，不仅着眼于文本的理

解，更要使课文成为学生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榜样。如《四季之美》中教师在教

学时，不能只注重对表达方法的概述，要鼓励其发现把事物静态和动态写具体的

方法，如第一组用“点点”“急急匆匆”等修饰词刻画了乌鸦归巢时候的动人场

景，第二组从树干、枝、叶等方面，用“粗粗”“疏疏”等词把桂树的形态补充

完整了。 

（三）知识拓展，将“学用”引向生活 

进入核心素养的时代，教学应更加关注学生个人素养与知识品格的发展。在

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向学生传递知识，而是通过选择核心知

识、组织学习过程、启发领悟等方式，让学生深入知识，在学习与建构中提高个

人素养，成为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时代新人。统编文教材第四单元，编排

了《古诗两首》《黄山奇石》《日月潭》《葡萄沟》四篇课文，以及“我爱阅读”

中的《画家乡》。教师可以根据阅读的内容，为学生提供适宜的素材，比如：图

片、视频、背景音乐等，为学生构建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利用这种教学方

式，促使学生更主动地进行表达，有利于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教师要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营造适宜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提

升语用能力。借助多媒体为学生呈现一幅幅祖国山河的壮美景象。培养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培

养学生的运用及思维能力来提升学生的人文意识，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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