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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展小组探究式学习，启发探究性思维
通过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开展小组探究式学习可以启发学生的

主动学习意识，主动学习意识的调动对于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来
说卓有成效。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正是新课标背景下对于高效课
堂的一个重点要求，开展小组探究式学习可以让每一个学生都参
与到课堂中来，参与感的提升可以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提
升，同时，小组探究时学生互相交流探讨也对于班级的集体意
识和精神形成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教师在让学生进行小组探究
时首先应该要让具有不同思维层次的学生搭配成一个小组，这样
既可以使得小组内的学生互相学习进步也可使不同小组互相交流
和学习，在小组交流探讨的过程中，教师应当保证小组内的每
一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

开展小组探究式学习可以增加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投入度，
启发学生的探究性思维，使得学生在语文学科的学习中逐渐由浅
层次学习转变为深度学习，这也是目前小学语文课程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教学目标。语文学科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广的学科，如果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仅仅是理解学科知识而不会对其进行运用和实
践，那么学生的语文素养将不会得到很明显的提升。同时，转
变学生学习语文的方式让学生能够对语文进行深度学习对于培养
学生的思维品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还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

2  创新教学模式，筛选教学内容
初中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需要教师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对

教学内容进一步筛选。首先，筛选好语文课程教学内容是创新
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实施成效如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优
质的教学内容可以使得教学相对顺利地开展下去；其次，教师在
语文课堂中采取的例如对既定词语进行扩展的传统的教学模式仅
仅是以阅读和写作两种方式为主，这就导致了学生在语文课程的
学习过程中缺乏创造性思维，从而使得学生的综合素质不能得到
有效提升。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模式时，应当敢于打破传统落后
的教学模式，筛选优质的教学内容，这样才能使得学生的综合性
思维能力得到提升。

比如说在学习李白的《将进酒》这首古诗的时候，传统的教
学模式就是先让学生对诗歌进行朗诵，老师随后再依次讲解古诗
中每个句子的含义，最后学生将古诗背诵下来就算是完成这首古
诗的学习。这样呆板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在学习语文过程中变得
非常机械化，从而使得学生的思维越来越局限。教师在对这首古
诗进行教学时，应当首先让学生对于作者李白有一个认识，在朗
读诗歌的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作者豪放不羁的性格并将自己的情
感融入到诗歌当中，一定不要让学生照抄照搬他人的观点来理解
诗歌的内含，教师要学会引导学生通过自主的思考和与他人进行
讨论来理解古诗所要表达的情感。这样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才能
使得初中语文课堂变得更加高效。

3  增加课外阅读量，积累作文素材
新课标小学语文课程中将学生的写作能力纳入了一个重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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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语文新课标对于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有了很大的要求，学生对于语文学科学习的主动意识、在语文课堂
中的积极参与意识成为了新课标背景下对于构建高效语文课堂的重点要求，于是本文基于一要求对初中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策略进
行了几个方面的探究，从不同角度来分析了如何让语文课堂达到新课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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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目标，这充分说明了小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其语文综合素养
的体现方式。为了让写作教学课堂变得高效，教师应当积极引导
学生增加课外阅读量，累计作为素材。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说的就是写作需要大量的阅读积累。因此教师在进行写
作教学中应该鼓励学生在课外多花时间阅读课外书籍，来增加学
生的作文素材积累量。要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学生的阅读
量越广泛，因为受到了书籍的熏陶在写作时就会有更加广阔的视
野和更加强烈的写作情感。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具备深度阅读的
能力，深度阅读是指对阅读内容进行细读和精读，具备深度阅读
能力是一项学生的基本语文素养。将广泛阅读和深度阅读两种方
式相结合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提升思维品质，学生通过广泛阅读来
拓展自己的知识广度、提升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见识，同时又通
过深度阅读加深对于文章内涵的理解，从而让学生的写作变得更
加具有内涵和富有深度。

4  利用微课构建立体化学习资源，提升学生参与语文课
程学习的主动积极性

和传统的教学教案、教学设计以及教学反思这些教学资源不
同，微课的的产生是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运
而生的一种新型互联网教学软件。微课的核心内容是课堂教学视
频，同时又包含了与教学主题相关的云盘、导学、授课、电
子作业、同步课堂及检测这些核心教学模块，因此可以说微课
是利用互联网通讯技术，在传统的教学资源上进行了优化和创新
的功能多样的教学资源。将微课教学资源运用到语文课程的学习
中，需要教师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对教学内容进一步筛选。
而教师在对微课资源进行教学开发时，应当将课堂教学之前教学
设计和教学准备的内容通过视频、课件等形式加入到微课中，从
而保证教师能够利用微课来完成教学的策划与准备，使得教学准
备更加充分，教学准备的内容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和充满乐趣。

首先，教师要将课程内容加入到微课里面，也就是说要准备
好PPT课件、教学视频和测试题库这些内容，然后将这些内容引
入微课资源，使得微课资源显得非常丰富，从而更有把握地应对
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其次，教师要将教学设计活动引入到微课资
源中，即要把语文课程主题的任务、教学分组讨论流程以及教学
活动开展的量规这些教学活动设计加到微课中去，多种形式的教
学活动设计可以为接下来的教学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
使得课堂教学充满乐趣。再者，教师应当将丰富的与语文课程相
关的互联网教学资源作为课程知识准备引进微课，并通过创设信
息化教学情景使得微课呈现在学生面前是一种充满现代化气息的
教学资源，以此来构建一个更加高效的初中语文教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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