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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优化教学策略，提升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 
◆蒋建国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大树镇中心小学  四川达州  635743）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小学语文越来越重视教学有

效性的提升，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立足教材，结合学生发展情况、心

理特征、兴趣爱好等条件因素，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优化教学策略，

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语文学习活动中，与

教师形成良好地互动关系，亦便于教师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能力，

让学生有能力自主获取语文知识，借以增长学生的智能，陶冶学生的情

操，拓展学生的视野，进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教师的教学效率。本

文基于笔者多年教学经验，就小学语文中优化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有效

性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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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部分教师依旧沿用传统枯燥、乏味的“一
言堂”、“满堂灌”等传统教学模式，学生没有自己的学习空间，
只能机械地跟随教师的脚步进行学习，学生的思维和其它学习能
力得不到有效的训练，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同时，
教师的教学效率也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导致低效课堂的出现。在
实际教学中，教师要重视教学策略的优化，以便更好地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主动配合教师完成教学
任务，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为教师打造高效课堂奠定坚实基础。
那么，具体该如何开展语文教学呢？ 

一、立足教学实际，提升对小学语文有效思考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对语文教材的深入理解与把握

能够直接影响学生学习效率的有效提升。但在教学过程中发现，
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依旧比较传统，跟不上时代脚步，缺少创新
思想和理念，依旧进行“一板一眼”的“填鸭式”“传授式”教
学，也就是以教师的“教”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确实是“吃
透”了语文教材，但学生却不能够深入理解教材内容，只能跟随
教师的脚步和“教学暗示”进行思考，缺少自己的个人见解，那
么教师教的苦，学生学的累，教与学将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直
接影响教师教学效率有效性的提升。除此之外，部分教师在教学
中没有不明确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枯燥、乏味，教学形式单一，
教学策略陈旧，不尊重生生之间的差异性，那么，教学效率就可
想而知了。加上学生自身的原因，如多数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缺少预习、复习与反思的过程等，特
别是没有自己的思维能力，对教师有极强地依赖性，常常在教师
的暗示之下说出教师想要的标准答案，思维得不到有效发展，没
有空间独立思考，那么，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掌握也会大打
折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立足教学实际，加深对小学语文的
有效思考，并善于利用合理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提升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鼓励学生在课堂学
习中积极思考，踊跃发言，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借以促使学生
个性化能力的发展，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为教师高效课堂的建
构奠定坚实基础。 

二、优化情境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常言道“兴趣是 好的老师。”兴趣对于刺激学生的学习动

机，启发学生的智力以及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有直接的影响，因
此，想要构建小学语文高效课堂的基本前提就是激发学生的兴
趣，可是又该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笔者认为：语文学科
更像是具有生动影像，历代文豪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以摄影的
方式将读者带入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缩影当中，这便是语文所带来
的震撼力量。阅读文本，穿梭于作者编织的各种意境氛围当中，
与时代伟人进行思想碰撞，产生情感共鸣，这对于提升学生的语
文素养有重要的影响。 

意境是语文文本一种特有属性，想要理解文本、感悟作者的
思想情感，就要求教师能够透过语文文字，对其意境进行二次创
造，搭建学生与作者沟通的平台，创设各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
教学情境，具体教学环节如下： 

1.问题情境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教学开端利用一个问题去进行

教学导入，能够在一瞬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所以，通过创设一
系列的问题来刺激学生的好奇心，构建问题情境，能够快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为接下来的教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比如，在教学《金色的草地》一课时，为让学生抓住蒲公英
在一天之内不同时间的变化，懂得细致观察的重要性，体会作者
对蒲公英的喜爱之情，明白只有细心地观察，才能够发展事物的
本质，以发现生活中的美，从而激发学生留心观察身边事物变化
的兴趣，帮助他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在此过程中，
笔者采取问题情境教学法，来引发学生的思考，如“看到这片金
色的草地之时，‘我们’的心情是如何的？”“蒲公英一直是金色
的吗？‘我’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发现呢？”“有了新的发现之
后，‘我们’有了怎样的变化？”…… 

通过简单问题的创设，可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借助教师的指引
做出自己的思考，引导学生立足于教材，找到自己思考的根据，
以便让学生的思维绽放出火花，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那么，教
师的教学效率也会得以有效提升。 

2.生活情境 
生活是知识的宝库，生活中到处弥漫着语文的气息。在语文

教学中从一些生活话题、生活现象以及场景入手，创设生活情境，
能够给予学生一种熟悉感、归属感，有效打开了学生的思路，活
跃了学生的思维，学生动起来了，自然也就提高了语文教学质量。 

比如，在教学《地震中的父与子》一课时，为让学生了解文
章中“父亲”不顾一切抢救自己的儿子的经过，感受父亲对儿子
的爱，以及儿子从父亲身上汲取力量，从而感受到父与子之间浓
浓的亲情，笔者在教学中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以便让学生联系
自己的生活实际，借助自己的生活经验，想象在大灾大难之前亲
情的伟大。这时，笔者可以从一个生活化的话题入手，询问学生
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危难之事，那么父母是怎么帮助自
己解决问题或度过危难的？父母令学生感受 为深刻的行为或
言语是什么等等，以引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父母的
爱，并将这种爱“平移”到文章内容之中，以便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本课内容，体会亲情的可贵。 

三、巧用科技，让语文课堂更生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媒体等现代教学工具引入语文

课堂当中。信息技术集文字、声音、图片以及影像为一体，结合
实际语文教学内容，适当引入一些图片、声音和影像，能够给予
学生身临其境之感，优化了学生的思维，更便于语文教学工作的
开展。 

比如，在教学《桂林山水》一课时，为让学生学会抓住景物
特点，从多角度具体形象描写的方法，以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
受到热爱祖国锦绣山河的教育，培养学生的爱美情操，笔者在教
学之中借助多媒体展现桂林山水的视频和图片，以便将学生拉进
桂林唯美的山水之间，让学生感受桂林山水的“奇、秀、险；静、
清、绿”，激发学生的观赏兴趣，并和作者形成有效的心灵沟通，
“直接”感受桂林的山美、水美，提升教学有效性。 

四、情景剧表演，拓展学生的第二课堂  
语文学科是教书育人的先驱者，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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