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版版 2022年3月7日 星期一 论文·广告 E-mail:qdnrbggb@163.com 热线电话：0855-8262760

值班编辑：李穆义 校检：罗 艳

地址：贵州省凯里市文化南路2号 邮编：556000 电话区号：0855 广告刊登：8262760 办公室：8221006 总编室：8274930 采访部：8274951
纸媒时政编辑部：8226625 纸媒综合编辑部：8227615 纸媒专刊部：8260266 夜班编辑室：8259828 广告许可证：黔0008 黔东南天阳报业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定价：每份1.36元
地址：贵州省凯里市文化南路2号 邮编：556000 电话区号：0855 广告刊登：8262760 办公室：8221006 总编室：8274930 采访部：8274951
纸媒时政编辑部：8226625 纸媒综合编辑部：8227615 纸媒专刊部：8260266 夜班编辑室：8259828 广告许可证：黔0008 黔东南天阳报业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定价：每份1.36元
地址：贵州省凯里市文化南路2号 邮编：556000 电话区号：0855 广告刊登：8262760 办公室：8221006 总编室：8274930 采访部：8274951
纸媒时政编辑部：8226625 纸媒综合编辑部：8227615 纸媒专刊部：8260266 夜班编辑室：8259828 广告许可证：黔0008 黔东南天阳报业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定价：每份1.36元
地址：贵州省凯里市文化南路2号 邮编：556000 电话区号：0855 广告刊登：8262760 办公室：8221006 总编室：8274930 采访部：8274951
纸媒时政编辑部：8226625 纸媒综合编辑部：8227615 纸媒专刊部：8260266 夜班编辑室：8259828 广告许可证：黔0008 黔东南天阳报业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定价：每份1.36元

掌握“数学阅读”，能够帮助小学生在学习数学时

开动思维，能更好地在老师的课堂教学中发挥学习的

主动性，发现问题本质所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从

而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自主思

考。掌握了“数学阅读”，就是掌握了终身受益的本

领。本文根据目前教师实际教学现状，以小学生教学

状况为基点，明确了小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目标，并给

出了小学生“数学阅读”带来的学习价值。

数学，是小学阶段教学的必要学科，它能够在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和自我认知水平，帮助学生理性地认知世界。一般

来说，当提起阅读，人们普遍会联想起语文这门学科，

将阅读与语文教学联系起来而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

整体。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数学教育教学研究的不

断深入，“数学阅读”也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之中。近

年来，有关“数学阅读”的研究逐渐增多，教育研究者

开始从定义、分类、特点等方面进行具体阐释和解释，

也开始从社会性、心理学等各个角度完善其理论内涵

和实践基础。将“数学阅读”融入数学教学之中而提

高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是当前数学教育教学发展

的重要要求，也是当下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趋势。

一、“数学阅读”的现状分析
当前很多老师对于小学“数学阅读”还没有认识

到其重要性。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育工作者总是难

以将“阅读”与“数学学科”相联系而忽视了学生“数学

阅读”能力的培养。虽然当前教师已经开始认识到

“数学阅读”对于小学数学教学的价值，但其在对于小

学“数学阅读”教学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错误。

主要体现在小学阶段阅读概念的误读、小学阶段阅读

方法的误读、小学阶段阅读价值的误读这三个方面。

二、“数学阅读”的培养目的
首先，如何有效将“数学阅读”融入到小学数学教

学实践之中，以此提高数学课堂教学效率，是当前所

研究的重点。“数学阅读”过程，则是学生观察和了解

数学材料，进而将这些材料进行自我剖析和解读而达

到知识内化的过程。阅读，也就成了学生获取数学信

息和数学知识的必要途径，阅读和数学学习也就成了

不可分割的整体而紧密联系着。所以，提高“数学阅

读”的关注度，也就成了学习数学学科的必然要求。

其次，在“数学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可根据一定

的阅读方法和阅读步骤进行阅读，进而让学生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也能将

数学信息在头脑中进行有效分析和整合。所以，“数

学阅读”的过程也是学生数学思维体系建构的过程，

其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将阅读与数学学

科相融合，既能够体现数学学习的理论性，也能够凸

显阅读学习的人文性，把数学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之

中，以此提高学生分析、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增强

了学生“数学阅读”的能力，从而也就提高了学生的数

学整体素养，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数学阅读”的价值体系
“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对于小学生在数学教育教

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把“数学阅读”融入

小学数学教学实践中，可以从课前、课中、课后这三个

方面入手，设计符合小学生年龄、心理特点的教学策

略，进而将之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去提高学生的“数学

阅读”能力。在课堂教学之前，教师要为学生提供一定

有关所讲授数学内容的背景知识，选择合适的读物引

导学生进行课前自主预习等。在课堂教学之中，教师

要依据教材文本，创设生活化情境等多样的形式培养

学生阅读、分析已知条件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之后，教

师则要让学生阅读数学知识点的背景文化或是某些数

学家的故事等内容，引导学生进行课后教学反思，在数

学相关阅读中让数学文化渗入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之

中，让数学充满情感魅力和生命活力。其次，阅读是学

生学习的有效途径。阅读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意识和

思维习惯，培养情操，塑造健全的人格魅力，同时也能

够提升学生的智力水平。再次，阅读是小学数学学习

的基础。在数学学习中，通过“数学阅读”，学生从中可

以主动获得信息、领会和理解数学知识，既发展了学生

的数学思维，又能更好地体验到数学文化的过程。此

外，“数学阅读”能够让小学数学课堂焕发别样的生命

活力，让数学课堂变得更加具有趣味性，从而提升学生

的数学综合素养。

四、结束语
“数学阅读”对于提升小学生解决数学问题能力的

现状中仍然面临着不少的问题和困难，这需要老师、学

校、学生父母相互配合才能得以合理解决问题。在小

学数学教育过程中，老师在努力提高学生“数学阅读”

能力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基础知

识，因地制宜、因人面异，用不同的标准去要求学生，从

而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对学

习数学形成更强烈的兴趣。爱上了“数学阅读”，也就

能提高小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浅论“数学阅读”助力小学生的学习价值问题
○ 镇远县羊场镇中心小学 李猛祥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社会交流越来越广

泛 。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语言的沟通是有效交

流的关键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语

言文字的应用能力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

一种基本能力。但是由于中国土地广阔，区域方

言多样化 ，造成了人民群众之间沟通的不小障

碍 。国家倡导说普通话 ，其目的就是让人们在

生产生活中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便捷 。但是倡导

说普通话并不是否定我们的方言 ，中华文化呈现

了多元化的特征。在汉语言形成的漫长历史岁

月中 ，正是各地方言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汉语言的

丰富性 ，表达更加准确，表意更加精准 。不管是

普通话还是方言，都能精准地反映中华历史文

化 。方言应该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的文化

符号 。在语文的学习中，我们倡导普通话的同

时，适当地借用一些具有独特、生动性的方言，可

以使课堂更加生动精彩 。

一、方言的特色
方言不仅仅在和普通话语音上有所差别，表情

达意上面也有不同的地方 。方言相对普通话来说，

其具有地域性的显著特征。所谓地域性，指的是在

一定的地理区域内通用或者较为流传，当年它是专

属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地理区域。对整个国家而

言，方言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 。方言具有区域特色

性，所谓区域特色性 ，在一定的地理区域中本身固

有的文化印记折射在语言中 ，形成了特殊的含义 ，

这个含义一旦离开方言的使用区域，别人就难以听

懂，也不容易领会 。在固定的地理区域内 ，当年的

特殊含义却融入了人们共同的情感认识 ，这些特殊

含义和情感认识都是基于共同的生活体验之上 ，基

于富有特色的地方生活实践中。

二、普通话推广的意义

普通话是中华民族沟通和交流最广泛的语

言。普通话满足了人们跨地域交流的需要 ，话说

得越标准，之间的交流更加充分。事实上，普通

话的目的就是无障碍交流。同样，学好普通话，

人们对祖国语言文字形态以及意识的认识 ，形成

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 ，强大的民族精神，有利于

各区域的人民增强国家的认同感 。总之普通话

的使用 ，为人的成长和长久的发展奠定语言基

础。同时，普通话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工

具，是中华文明中重要的精神财富。当然，普通

话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 ，

并不是当今唯一 。早在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时

候 ，已经重视到了语言的统一性和重要性。封建

王朝时期 ，天南地北的人们交流就有统一的官

话 。无论是曾经秦始皇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 ，

到后期各个王朝的官话发展 ，都体现了人们对统

一语言交流的渴望 。如今，普通话和曾经的官话

区别就在于普通话更加科学，使用的面积更加广

泛 。用于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素

质普遍提高，普通话的推广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和坚实的教育基础 。

三、方言存在的意义

地域特色的方言 ，丰富了汉语言的内涵和深

度 ，保证了汉语言的多元性 。普通话源于丰富

多彩的方言文化，与方言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

我国丰富的语言生态环境。方言是汉语言文学

中独特的文化基因 ，是乡土文化、乡土人情的重

要载体 。乡音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亲切感 ，声

音还可以增进人们对家乡历史的认同感 ，只有在

对家乡历史认同的基础上，才会激发热爱家乡 、

建设祖国的热情。

四、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促进普通话与方言

的和谐共生

普通话和方言的存在不是矛盾的对立，而

是统一。一方面，学好普通话不仅仅是为了交

流，还有利于地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普通话

是汉语言文学的基础 ，方言是汉语言文学的重

要补充 。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充分认识

到普通话的基础性作用 ，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 ，普通话教学应该是我们语文教学中的基

础 。在低年级教学中 ，处于语言发展的最佳

时期 ，习惯形成的良好阶段 ，我们应该加强普

通话教学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有

了坚实的普通话教学基础 ，促进学生对文字、

语音、句式的理解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的提

高，还能促进学生成功地融入社会，为将来奠

定良好的发展基础 。总之，小学低年级是学生

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标准的口

语形成推动学生语言发展的高峰期到来。在这

个时期，小学生表现出了良好的模仿和学习能

力，语言习惯的养成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长期

地模仿和学习形成的。

因此，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老师要根据孩

子的不同年龄段，选择教学的重点 。在十岁以

前的低年级阶段 ，语文教学中只能开展标准的

普通话语言教学，以此规范学生的语言表达 。

尤其是我们贵州方言有着许多的语音缺陷 ，如

翘舌音的“zh、ch、sh、r”与平舌音的混淆。特别

是我们黔东地区“h、f”是难点音，“ui、uan”的语

音区分，“eng”“ong”的区别，“ao、ou”韵的发音有

缺陷，“l”“n”的发音缺陷，还有前后鼻音的发音

缺陷。这充满方言特点的语言一定要在小学低

段给予纠正。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语言能力不断地进

步。进入高年级的时候，在语文课堂中适当地渗

透一两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是有必要

的。一方面加强了学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

同，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知识结构。另一方面，也

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关

系，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情感密切。但是在渗透的

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渗透的度 ，方言的渗透不可

以喧宾夺主，课堂教学中更不能舍本逐末 。

总之，普通话和方言都是文化宝库中的精

华 ，一同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言文学 ，是中华文化

的特殊印记。我们应本着传承文明、发扬文化的

思想，科学地认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普通话

和方言彼此势力的消长，将是一个悠久的历史过

程。学好普通话，规范使用普通话的同时兼顾方

言的传承和发展 。

关于小学教育中普通话教学和方言发展的思考
○ 从江县往洞镇托苗小学 陆继华

在教学过程，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

学生，“你看看你，你们是我带的最差一届学

生”等句子成了一些教师的口头禅。殊不知，

这样的一句话会对学生造成多大的伤害。所

以，作为教师，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应该

多总结自己的工作，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

伯乐不常有。”其实，作为教师的你，是最有机

会成为伯乐的人。

先请大家看看两个熟悉的场景：

场景一：某教研组开展的组内公开课评

课活动。

B老师：“今天，听了A老师的课真是让我

大开眼界，只是太遗憾了，如果我的学生上课

也能那么积极主动就好了。你看这个班的学

生要发言有发言，要点评有点评，要表演有表

演……真是羡慕死人了！唉，我那个班啊！”

年纪稍大一些的C老师：“是啊，是啊，现

在的学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

D、E、F……老师纷纷点头表示认可，大家

无不对自己的班级表现出失望透顶的神情。

场景二：某老师的课堂。

某老师：“我真不知道你们坐在教室里是

干什么的！你们看看××班，上课发言那么

积极，做题正确率那么高，看看你们呢？我当

老师那么多年，从没遇到像你们这样的。”

老师的“狮子吼”让讲台下一片沉默，空

气静得让人窒息。

对于绝大多数老师来说，上述两个场景

并不陌生，诸如此类抱怨学生的现象，我们遇

到的不在少数。于是，久而久之，我们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学生一批不如一批，带了这批学

生就怀念当初那一批。

那么，真的是现在的学生不如以前的学

生了吗？

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

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工作中，我们每个

人都希望能遇到自己的伯乐，殊不知，作为教

师的你，才是最有可能成为伯乐的人。给学

生一个机会，也许你就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

的收获。

那么，作为教师，我们如何给学生量身打

造机会呢？

一、教师要熟悉学生，根据学生能力和兴
趣爱好给他打造机会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培养教育人和

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

同情况才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作为

教师，我们面对的每个班级，不可能所有学生

的认知、智力方面的水平都一样，也不可能所

有学生的兴趣爱好都一样。所以，教师在引

导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不应该给所有

人制定统一的目标，也不应该对所有人做统

一的要求。就拿高中语文教学来讲，分析思

维水平稍欠的学生，多让他们独立完成一些

记背的学习任务，而水平较高的学生，则要完

成理解与分析等更高层次的任务。事实上，

也就是教学中说的因材施教。

高中是学生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或管理中要让学生认识自

己，从而做出适合他人生的选择。因此，深入

了解学生，是对我们作为教师的基本要求。

而了解学生之后，根据学生的能力、兴趣爱好

等为他们提供一个做出选择和展示自我的机

会和平台，教师就有可能成为学生成长路上

的“伯乐”。一个多才多艺的学生，成绩怎么

都上不来，就给他一些平台，展示自己，树立

信心，也许他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好；一

个经过多次模拟考试，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

心的学生，给他一些理解，帮他做好高中分流

的选择，也许他会过得更幸福，活得更开心。

二、给学生打造机会，不是盲目地迁就，
要鼓励与施压并行

鼓励已经成为我们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

手段。适当、适时地鼓励学生，能够不断给予

他们前进的动力，不断让他们做出自我调整，

更能不断让他们得到多方面提升。

但是，面对自信心不足的学生，除了鼓

励，还应当施压。作为高中老师，我们要知

道，有许多学生不逼他一把，你永远不会发现

他其实也很优秀。2019届的一个刚好上高中

录取线的女生，因为成绩不理想，所以语文课

上几乎不发言。经多次鼓励无效后，笔者就

开始“逼”她，如果再不参与课堂活动，就让她

当着全班的面唱歌。通过一次次“威逼利

诱”，从最初的被迫参与到后来的主动参与活

动，她的性格、自信心、韧劲等方面都有很大

改变。对于她的每一次成功，笔者也从不吝

啬自己的掌声。到学习《林黛玉进贾府》一课

时，由她改编和主导的情景剧在课堂表演出

来时得到了学生的一致认可。后来参加高

考，她顺利地被二本院校录取。

《礼记·杂记》有言：“张而不弛，文武弗能

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

道也。”教育，难道不应该也是张弛有度吗？

三、给学生打造机会，要注意连贯性和任

务要求层次的不断提升

连贯性是教育的重要原则，它是指教育

的内容和要求应循序渐进，前后连贯，有目

的、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

教师在给学生打造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认

识到：一次成功，学生只能积累一点自信；如

果机会与机会之间间隔的时间长了，学生好

不容易积累的自信就会消失殆尽。《左传·曹

刿论战》中“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教师一

定要注意给学生提供连贯的锻炼机会。就拿

笔者带的2019届的一个男生来说，高高大大，

沉默寡言。为了让他积极主动地参加语文活

动，笔者特别针对他的情况设置了一系列由

浅入深的“陷阱”。于是，语文课上，他一次次

跳进笔者设计好的“圈套”，一次次接受挑

战。笔者一次次对他进行鼓励，又一次次提

高难度。有一天，他交上来的周记里有这样

一句话：“老师，是您让我感受到了成功的喜

悦。”因此，只有让学生连续不断地参与挑战，

而且让他在难度不断增加的学习任务中获得

成功，他的自信心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只有随

着学习难度的不断增加，才能更进一步激发

他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也才能让他走向更高

层次的成功。

总之，给学生量身打造一些机会，只是教

师诸多教学手段中的一种。那么，当我们开

始想着埋怨学生这样不好、那样不行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先反思一下自己的教学方法呢？

在这里援引前苏联作家茨巴尔的一句话：“应

该让别人的生活因为有了你的存在而更加美

好。”作为教师，我们更应该让学生有这样的

感受。所以，我们对学生不但不该有太多的

抱怨，反而应该感谢他们，也就是那些形形色

色的学生，才成全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教师生

活，也让我们有了成为“伯乐”的机会。

教师如何学会给学生“量身打造机会”
○ 凯里实验高级中学 王泽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