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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爷爷植树》突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意蕴深长。教学时，在建构“字、词、句、篇”四个层次学习场域的基础

上，组织学生着眼“动作”，通过观察、表演、叙述、拓展等言语实践活动，把学习、理解、运用语言文字与感受人物形象和美好品德

融为一体，引导学生用语文的方式学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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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统编语文教材突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邓小平爷爷植树》（统编教材二年级下册第 4课）就

是其中之一。教材图文并茂，生动描绘了 83岁高龄

的邓小平爷爷在北京天坛公园植树的情景，意蕴深

长。教学本课时，笔者明晰了教学的总体思路，即“文

道统一”，把学习、理解、运用语言文字与感受人物形

象和美好品德融为一体，并确定了三个教学目标，分

别是：学会生字，读记文后四字词语；正确、流利、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体会邓小平爷爷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一

丝不苟的精神；有条理地叙述邓小平爷爷植树的情

景，并尝试着说说其他劳动场景。在具体的教学中，

重点建构“字、词、句、篇”四个层次的学习场域，着重

引导学生抓住邓小平爷爷植树时的动作研读植树经

过，并通过丰富的言语实践活动感悟邓小平爷爷的精

神风貌。教学策略如下。

一、观察：循规律，明字意

汉字学研究表明，汉字规律最重要的有两个：一

是表意规律，绝大多数汉字以表意为主；二是系统规

律，汉字是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体系，几乎每个字都

从形音义的不同角度与其他字产生联系，从而构成了

纵横交错的各种系统。《邓小平爷爷植树》的课后有

14个要求认读的二类生字。其中，“握”“挖”“挥”

“扶”“选”“移”“填”都是表示动作的生字，而且前四个

生字的部首都是提手旁，都表示用手做的动作。教学

中，要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产生主动识字、写字的愿

望，并引导他们遵循汉字的规律，抓住特征去学习这

些生字，掌握其形音义。

教学伊始，在学生能够读准“握”“挖”“挥”“扶”

“选”“移”“填”这一组生字的字音后，引导学生把目光

聚焦到“握”“挖”“挥”“扶”这四个字上，通过仔细观察

以及对“你们发现这四个字在写法上和意思上有没有

相同的地方呢？”这一问题的讨论交流，帮助学生弄清

这四个字从外形上看，都有相同的部首，都表示用手

做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可溯源字理，出示古人造

字的方法，以加深学生对生字的认知，如学习“握”、

“挖”、“挥”时，同步出示篆文“ ”“ ”和“ ”，告诉

学生古人造字时，左半边的“ ”表示的就是“手”，后

来的“ ”就简写成“ ”；教学“扶”，出示甲骨文

“ ”，观察发现这个字最初是由“ （人）+ （伸手

抓持的人）”组成，使学生知道“扶”字最初表示的是一

个人伸手搀着另一个人。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生字

结构的认知，有助于他们对字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也

激发起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并使他们对汉字所承载

的文化意义以及现代汉字所具有的简约之美有所感

悟。

二、表演：入语境，悟词义

田本娜教授指出：“汉字学习不能脱离语言和语

境学习。学习汉字的一条基本语言规律就是：字不离

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汉字学习，要遵循儿童的认

知规律，在语境中学习语言才能使儿童易于接受。”

《邓小平爷爷植树》一文中出现的这些表示动作的生

字都指向植树，且有动作对象，如“手握铁锹
··

”、“挖着

树坑
··

”、“挑选树苗
··

”、“挥锹
·

填土
·

”、“把树苗
··

扶正”等，这

些动作相互“配合”，互相“支撑”，展现了邓小平爷爷

植树的场景。教学中，仅从音形义上来学习这些生字

是不够的，还需引导学生走进文本语言所描绘的植树

情境，通过想象、表演、朗读等多种方式，深入理解与

感悟老一辈革命家护绿爱绿的质朴形象和品质。

汉字可以二次构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一个

字可以组成多个词，因此，教学中，在学生掌握了生字

的音形义后，教师先组织学生进行扩词（短语）练习

——课件出示：“握（ ）”“挖（ ）”“挥（ ）”“扶（ ）”。

激活“动作”，教好《邓小平爷爷植树》

江苏无锡兰亭小学（214011） 张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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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给出的答案有的出自课文，有的源自生活，当学

生说出如“握（铁锹）”、“挖（树坑）”、“挥（铁锹）、“扶

（树苗）”等课文中出现的短语或“握笔”“挥手（旗）”等

课文中没有的词语后，随即让他们展开想象，选择感

兴趣的动作演一演，以加深理解并增加一些学习趣

味。课文中的“选”“移”“填”也是邓小平爷爷植树中

所做的重要动作，同样可以让学生通过扩词（短语）的

方法加以关注和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通读全

文，并把文中出现的这些表示动作的词语（短语）有序

地排列起来，即“手握铁锹，挖树坑→挑选树苗→移入

树坑→挥锹，填土→扶正树苗→栽好树苗”，从而帮助

学生厘清邓小平爷爷植树的经过。至此，学生由对字

词的学习，自然地转向了对句段篇的学习。

三、叙述：练表达，促内化

语言学习理论认为：语言能力的提高首先依赖于

大量的语言输入，语言输入内容、数量和方式，往往直

接影响学习的品质。《邓小平爷爷植树》的课后安排了

一个有价值的练习——“默读第 3自然段。借助插

图，说说邓小平植树的情景。”编者安排的这个练习，

一是提示了语言输入的内容，明确了学习重点，即认

真研读课文最直接、最具体地描写邓小平爷爷植树的

段落；二是指出了语言输入的方式，明确了学习路径，

即借助朗读、观察插图、尝试表达的方法来学习课文

重点段落；三是明晰了语言输入的目标，明确了学习

活动——让学生先学习课文再练习表达，先理解再运

用，使学生能在具体的言语实践活动中学习、积累规

范语言，促进学生将书面语言转化为有声的表达。

鉴于此，教学中要给予学生充分的练习时间，并

通过有效指导，切实帮助学生说好邓小平爷爷植树的

情景，使学生既能积累规范的书面语言，又能通过对

语言的重组、再造、加工等实践活动，实现语言的同

化。第一步，让学生认真读一读课文的第三自然段，

根据板书“挑选树苗→移入树坑→挥锹，填土→扶正

树苗”的提示，概括地说一说邓小平爷爷植树的大致

经过。第二步，聚焦“扶正树苗”这一细节，组织学生

想象并描绘邓小平爷爷看到树苗不很直时可能会想

到什么，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把“扶正树苗”这一细

节说具体。第三步，让学生仔细观察文中插图，想象

画面，用自己的话说一说邓小平爷爷给树苗浇水的情

景，这个内容是课文中没有写到的，但是可以通过想

象补充着说，使叙述更加具体生动。第四步，运用个

人练说，小组交流说、全班展示说等方式，组织学生按

照“手握铁锹，挖树坑→挑选树苗→移入树坑→挥锹，

填土→扶正树苗→提桶浇水→栽好树苗”的顺序，进

行充分练习，尽可能让每个学生学着说，学会说。对

学习能力弱的学生，引导他们多用原文语言练说，实

现语言的内化与积累；对表达能力强的学生，既要引

导他们说好原文语言，又要鼓励他们能根据插图说好

想象性语言，从而丰富语言表达形式，帮助学生理解

并积累语言，发展语文能力。

四、拓展：忆场景，学运用

叶圣陶先生早就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

凭着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习阅读和

作文的熟练技巧。”《邓小平爷爷植树》这篇课文对邓

小平爷爷植树的经过叙述清楚、完整，尤其对人物动

作的描写准确、具体，这样的写作特点和表达方式值

得学习与借鉴。教学时，完全可以让学生“模仿范

文”，尝试着运用“抓住关键动作进行有序表达”的方

法来说一说生活中的某一个劳动场景，既落实“语

用”，让学生学以致用，又发散学生的思维。

在指导的过程中，要注意两点：第一，基于对小学

低年级学生学习经验与能力等因素的考量，这样的拓

展性练习要把握好“达成度”，尤其要充分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引导学生依据自己的能力，分别达到“说清

楚”“说具体”的不同要求。第二，拓展性练习要循序

渐渐，训练要有“梯度”，可先请学生集中观察一个扫

地的画面，再引导学生仔细回忆自己扫地的情景，借

助“放学后，我留下来做值日生。我先到教室里摆放

扫帚的地方（ ）扫把，然后两手（ ），开始扫地。

扫地时，我两眼（ ）地面，一边（ ）一边（ ），过

了没多久，就把地扫干净了。最后，我把扫成一堆的

垃圾（ ）了垃圾桶。看着扫干净的地面，我 ！”

这一填空，抓住关键性动作说一说扫地的情景。这一

练习能够唤起学生的劳动记忆，激发他们表达的愿

望，也能帮助学生强化“借助准确的动作能把劳动场

景说清楚、说具体”的认知，提高表达“技巧”。接下

去，放手让学生自主选择一个熟悉的场景，自由表达，

先在小组内交流，互相帮助，互相评议，再在全班交

流，畅所欲言。这样，由扶到放，由易到难，由浅入深，

能够让学生得到实实在在的训练，使语言表达能力得

到增长。

总之，教师在教学《邓小平爷爷植树》时，要引导

学生走入情境，聚焦主要人物，抓住关键“动作”展开

深度阅读，让学生既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又使语文

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责编 韦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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