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1

2024 年第 6 卷第 9 期

教育论坛

教育前沿

浅论在语文实践活动中的多学科融合
杨莹花

（长沙市雨花区长塘里小学，湖南 长沙 410007）

摘要：为了更好地响应新课标的要求，我们按单元主题设计了不同的语文实践活动。初识春天知其色，动态捕捉感其形，拥抱春天

共其情。于无形中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探索自然、认知世界。同时注重培养孩子的观察力，用眼观世界，学会有序观察，多感官感知周围

的事物，用心看世界，感受生活中的真、善、美。孩子们可以怎样去观察，观察什么，这需要我们在语文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去探索，我

们应着力培养和应用孩子们的观察力，融合多学科，提高孩子们的语文素养。

关键词：语文实践活动；多学科融合；春天观察力；有序多感官；用心感受

根据最近的教育改革，我们的教育理念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

的独立思考、细心观察和创造力上。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让

他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培养良好的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此外，

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课堂上积极参与，并且与其他人交流和探究。

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校内外的活动，并通过书面、视频、音频、游戏、

互联网等多种形式来展示他们的观点与思考。语文学科既是一门

工具性学科，又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巧妙利

用其他学科的独特魅力，整合学科优势，优化课堂结构，激发学

生兴趣。本文就如何在小学语文实践活动中融入其他学科的知识

和活动进行了探讨，旨在为广大语文教师提供思路，从而更好地

进行教学实践。

为了更好地响应新课标的要求，我们按单元主题设计了不同

的语文实践活动。春天以其多彩的容颜、活泼的个性，深深吸引

着我们，如何引导一年级的小朋友们认识春天、了解春天、走进

春天、拥抱春天，我进行了一次浅显的尝试。

一、初识春天知其色

美术通过造型视觉艺术进行思想文化的传播，语文则是利用

语言文字来传承，两者有诸多相同的目标。学习语言可以发展学

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可以大大丰富美术创作中所需要的想象力。

反之，美术教学中发展的学生联想力、观察力和思维能力等又可

以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

梭罗指出，唯有将灵魂与大自然紧密结合，才能激发出灵性

和想象力，从而实现真正的灵性。走进大自然能激发孩子们的想

象力。春天带着春风的轻吟、带着春雨的柔情、带着孩子们的期

盼，缓缓走来，如一位魔法师，轻拂之处皆是色彩，引导孩子们

走进社区、公园、植物园、郊外，细心观察，细心寻觅，于枝头、

地面去寻找那一点新绿、鹅黄、浅紫等，感受春天的多彩。

首先，引导孩子们用绘画的形式记录春天植物的变化，也可

以拍照，用照片记录下来，将照片粘贴在卡纸上，再写上植物的

名称，注上拼音，便于准确了解不同植物的名称，在形象感知的

基础上记忆和认知更加鲜活。在知其名的基础上观察植物的颜色，

低年级孩子对颜色的感知很快，能较好地区分不同植物的颜色，

对颜色的认知快于对形状的认知。

其次，可以用 3D 彩泥制作立体植物卡，在实践的过程中学

生既能用心观察植物的颜色，还能细心观察其高矮、形状、大小、

叶片的形状、分布等，制作过程中能再现印象深刻的色彩、形状等，

还能锻炼孩子们的动手操作能力，促进空间思维的发展。当一幅

幅立体彩泥植物卡呈现在眼前时，孩子们眼中充满了喜悦。

二、动态捕捉感其形

春天的多姿多彩是孩子们的最初认知。宗白华说过“自然始

终是一切美的源泉，是一切艺术的范本。”接下来可以引导孩子

们动态捕捉春天的形。您可能会问“怎么捕捉？”捕捉声音。引

导孩子们走出学校、走出家门去听一听春天的声音，它在枝头呓

语中、它在流水中、它在动物的歌吟中，孩子们感受到春天是热

闹的，不同于冬天的寒冷沉寂，不同于秋天的萧索枯萎，不同于

夏天的炎热躁动。春天是活泼的，引导孩子们细心聆听鸟儿不同

的叫声，用心倾听春雨的声音，学会用拟声词记录下来，注上拼音，

这样记忆的时间会比较长。可以在拟声词旁边贴上动物的照片，

也可以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

第二步，与风同行。观察春风吹拂万物的景色，聆听风的声音，

寻找风。在寻找风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放风筝，当风筝随风起

舞时孩子们充满了喜悦。学会了制作简单的风车，小风车转动起

来整个校园都洋溢着快乐。学会了用不同的物品制造风。这样多

感官调动孩子们动手的能力，既增强了语文实践活动的操作性，

也培养了孩子们的创造能力，激发了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和持

之以恒、大胆创新以及大胆质疑的精神。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在

实践活动中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养。

三、拥抱春天共其情

当孩子们初次见识春天的美景，并能够捕捉到它的形状时，

他们会更加热爱春天和大自然。

首先，可以诵读经典古诗词中关于春天的作品，感受经典的

魅力。可以朗读关于春天的儿歌，晨读时每天朗读几首，一边读

一边击掌，朗朗上口。一年级孩子只能读简单的绝句、律诗或儿歌，

太复杂的、不能理解的不要读，读起来费劲的先不读，这样才能

激发孩子们朗读的热情。比如《春晓》《春夜喜雨》等易懂的古

诗可以读一读。

其次，唱古诗，配上音乐唱一唱，增加朗读的乐趣，可以踏歌，

可以击掌，孩子们会感受到其中的快乐。孩子们在演唱《春晓》时，

踏歌低唱，甚是有趣，也可以吟诵关于春天的古诗，形式多样化。

《乐记》中曾经说过：“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

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

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由此可见，早在人类文明的启蒙时期，言、声、舞都是同出一源――

“心”，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罢了。再从汉语的特点来看，它有声、

有调、有韵，串联在一起，交错排列，便是一首非常美妙的“歌曲”。

不要说唱，只需吟诵就可让人为之动容。把音乐融入到语文实践

活动中，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再次，绘图写话，赞美春天，拥抱春天，孩子们先把记忆中

的春景画出来，涂上颜色，再用几句话写出内心的感想，文字不长，

但内容精彩，有写春花烂漫的，有写放风筝的经过的，有写春天

的小动物的，有写春风吹拂时的景致的，有写春天的菜市场的，

一景一物皆入画，一笔一画皆生动，一声一语皆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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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孩子们对于春天最直接的认知，自己去观察、自己去

动手制作、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去实践，践行大语文观，感受

自然的美妙。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大自然的每

一个领域都是美妙绝伦的。”一双慧眼观春景，一颗慧心拥抱自然。

卢梭曾经指出：“最好的教育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改

变的教育，它不会让你感到任何改变，但却能真正影响你的未来。”

开展语文实践活动的初衷即在于此，于无形中引导孩子们更好地

探索自然、认知世界，无需华丽的语言，真实的自然展现万千美

好和无穷无尽的知识。

从知其色，感性认识春天的景色变化，是初次的认知，是孩

子们慧眼识春的第一步，颜色最先撞进脑海，紧接着进一步用手

触摸植物，感受其外形上的不同，同时对植物的叶形有进一步的

了解，比如说铁树叶很硬、扎手，迎春花是黄色的，很娇嫩，稍

微一用力，它就会从枝头掉下来。引导孩子们观花时轻一点，不

可攀折，智育与德育并重。

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观察力也能够提高语文素养。

低年级的孩子开始写话，在实际教学中，孩子在写话时会出现无

话可写，言之凌乱的问题，根源在于他们的观察能力需着力培养

和应用，新课标明确指出：“小学生作文就是练习把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想到的内容或亲身经历的事情，用恰当的语言文字表达

出来。”如果孩子很少走入大自然，或是很少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事物太局限，就会出现无话可说的

情况。要经常带领学生走进实际生活中去，在生活中细致观察、

静心感悟、激发灵感，做生活的有心人，这样长此以往孩子在写

话时才会觉得有事可写，有话可说，有感可发，真正做到胸有成竹，

出口成章，写出的文章才有真情实感。

（一）激发观察兴趣

兴趣是打开智慧之门的一把钥匙，怎样才能让孩子对观察有兴

趣呢？九月初，我们开展了“亲近大自然，制作树叶书签”的语文

实践活动，鼓励孩子们走入大自然，认识各种植物，观察植物的形

状，树叶的外形，对比不同树叶的不同形状，学会用语言描述看到

的各种树叶的颜色，挑选自己喜欢的树叶制成书签，参加班级的展

示活动。孩子们兴致勃勃，带着爸爸妈妈在小区花坛、到公园、到

风景名胜区去观察植物，用心寻找自己喜欢的树叶，把树叶带回家，

再根据树叶的形状制成不同的书签，有叶脉书签、螃蟹状书签、枫

叶传情书签、一帆风顺书签、童话故事书签等，孩子们在书签上写

上古诗、名言、心灵感悟等，富有艺术性、文学性的书签就做好了，

他们会满怀喜悦地把作品交给我参加展示活动。

激发孩子们的观察兴趣，吸引他们去做有趣的有意义的有成

果的事情，引导他们热爱大自然。

（二）注意观察顺序

有序观察是有序写作的前提，观察没有顺序，思维就会凌乱

无序，引导孩子们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事物，能有效培养孩子的

观察能力。古语云“事事留心皆学问”，其实也就是说在生活中

只要善于观察感悟并加以思考，就能发现别人所不曾发现的东西，

做生活的有心人就能于平凡处见惊奇。认识事物，离不开观察。

1. 从整体到局部

鲁迅曾说过：“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观察先要着眼于

大环境，有个整体印象，再观察局部事物，如小区花坛，先观察

花坛整体的形状，有个整体印象。小悦在作文中写到：“我们小

区的花坛远远看去像穿着绿色衣服的鲸，喷泉音乐一响起，它就

开始喷水了。近处有各种各样的花：有芬芳扑鼻的栀子花，有色

彩鲜艳的茶花，还有清秀腼腆的茉莉花。”又如观察贺龙体育馆，

从远处看，它像一个巨大的飞碟，这样特点鲜明，再逐一观察每

一个部分。引导孩子用语言描述自己观察到的事物。

2、按一定的空间顺序观察

引导孩子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或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

或从中间到两边，依序观察，不会漏掉观察点，叙述起来才会有

顺序。孩子们在介绍美丽的校园时，就会说：“走进老校门，右

边是我们的善美楼，楼前一排广玉兰像卫兵一样守护者我们，穿

过小花坛，左边是我们的和美楼，架空层展示着我们的书法作品，

沿着塑胶跑道走过大操场，可以看到一栋六层楼的雅美楼，楼前

的迎春花迎风招展，美丽极了！”叙述井然有序，写作也会如此。

3、局部抓特写

孩子们头脑中形成了整体印象，观察力得到了培养，再依序

细致观察局部，观察力得到了应用，这个时候精准观察很重要，

抓特写，最感兴趣的局部点，或是觉得最新奇的观察点，细致用

心地去观察，如小区花坛的树很多，有桂树、铁树、桑树、桔子

树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石榴树，这样抓特写，观察更细心一点儿，

它有多高？叶子什么形状？石榴什么颜色？形状像什么？点缀在

树间像什么？跟周围的树相比，它有什么不同？你会联想到什么？

这样观察力和想象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三）丰富观察体验

一般我们观察是用眼睛看，我们可以丰富孩子观察的角度，

引导孩子去问，去触摸。观察不等于只是看，观察过程中，要注

意耳、目、鼻、舌、脑并用，学会五官观察法。用“耳”听其声，

用“目”看其形“色”，用“鼻”闻其气味，用“舌”尝其味道。

如桂花的香味与苹果的香味儿有什么不同？臭豆腐的臭味与螺蛳

粉的臭味有什么不同？摸一摸铁树叶子，感受它的硬。多吹吹蒲

公英，拂一拂柔软的柳树叶，培养孩子的触感。能够敏锐地去发

现大自然中不同事物的特点。

（四）学会动态观察

平时我们说观察，通常是指一段时间内的观察，我们可以引

导孩子学会动态观察，时间长一点，如观察岳麓山四季的景色变化，

观察含羞草一天的变化，观察小狗吃骨头前和吃骨头后的变化，

观察雨势的大小变化，观察早上到下午校园和菜市场的变化，这

样观察的外延将会被拓宽，不再受局限，孩子的观察力得到了提高，

写作思路随之打开，心中的大千世界是活跃的、多维的，而不是

静止的、平面的。

用心看世界，学会有序、多感官、动态观察，寻找并发现生

活中的美，诉诸笔端，让眼中的世界成为笔下的世界，有效提高

观察力。

为了更好地响应新课标的要求，我们按单元主题设计了以上

不同的语文实践活动。初识春天知其色，动态捕捉感其形，拥抱

春天共其情。于无形中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探索自然、认知世界。

同时注重培养孩子的观察力，用眼观世界，学会有序观察，多感

官感知周围的事物，用心看世界，感受生活中的真、善、美。我

们在语文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去探索，着力培养和应用孩子们的观

察力，融合多学科，提高孩子们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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