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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改革势在必行，因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传统教
学模式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教学的要求，有
悖于现代教学理念。所以，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创新教
学思维有效地结合在教学之中，以此来引发学生的普遍关注度。
让学生掌握和领会教材中所引申的真正含义。在与学生互动的过
程之中，引导学生主动地、积极地、认真地、正确地思考问题，让
语文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活灵活现，并能够让学生自觉地完成教
师布置的课堂和课外作业，使学生阶梯性地掌握语文教学中的知
识点，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

1　传统语文教学的现状
1.1 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缺乏主动性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教学模式缺乏形式的变化和内容的

趣味性。单一、刻板的教学方法，不仅无法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热
情，更不能帮助学生快速的理解和掌握学习方法和运用技巧。因
为在小学阶段的学生，思维和观念还处于懵懂的阶段，学生不能
自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更无法自行领悟科学的学习方法。常
此以往，学生就会对小学语文课程产生厌倦，甚至出现抵触心理。
这将有悖于现代小学语文的教学理念，偏离了培养高素质人才的
初衷。

1.2教学方式单一，缺乏互动性的沟通
传统的教学模式普遍存在于现代小学语文教学模式之中，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与学生的有效互动，总是“千篇一律”地
站在讲台上、黑板前教条的教学，不能很好地融入到学生之间，与
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探讨小学数学知识的奥妙。传统的教学
模式中，教师显得过于严肃，使学生对学习本身无法激发出兴趣，
慢慢地就会出现机械性的、被动的学习态度，甚至出现“适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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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结果。从而，造成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学生
在课堂上也无法与教师的教学思维同步，极大的浪费了教学资源，
降低了教师的教学效率和教学积极性。因此，就需要在教学过程
中，采取多样化，场景化的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中引入学生喜
欢的信息，添加学生感兴趣的元素，以此提高学生学习过程中的
趣味性，使学生在充满互动性、趣味性的课堂环境中轻松、愉悦
的学习，并持续性地保持对学习热情，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

2　“双减”下创新小学语文教学的策略
2.1 运用趣味教学法，建立高效学习环境
小学时期的学生，综合能力还未完全成熟，正处于相对感性

的看待事物的阶段。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知识时，不懂得如何在
大脑中将抽象的、复杂的国学理论转化为简单、具体的形式，以
便其有效地“消化吸收”。也不懂得应该如何正确的思考，并养成
良好学习习惯。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是课堂上的“领导者”，
机械性的将教学内容灌输给学生。不能有效地带动课堂气氛，提
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建立高效的教学环境。还会降低学生领悟语
文知识内涵，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所以就需要将现代的
趣味教学法，运用到教学当中。教师在教授小学语文课程时，应
该将语文课程中的知识重点，通过生动、有趣的教材和教具表现
出来，将学生的注意力迅速地吸引过来，引导学生对语文产生喜
爱，并能自觉钻研语文知识和锻炼“听、说、读、写”的语文技
巧。促使学生主动思维，发散思考，让学生可以将概念化的国学
理论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懂得学习语文的意义和重
要性。最后，教师再循序渐渐地传授语文知识特点和学习技巧，让
学生在欢乐的学习氛围中，真正领悟到数学的奥义，并获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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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建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1 ]。
2.2 创造情景教学模式，加强教学互动性
小学时代的学生，正是对世间万物、人间百态的各种事物

充满好奇的年纪。学生对于身边发生的人和事，都有着强烈的
求知欲望。这时，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就很有可能
后天形成很多的不良习惯和不良嗜好，那时教育者再去规范和教
育，即便是动用一些惩戒手段，有时也收效甚微，不容易改
变。因此就需要在小学素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创新教学模
式，使学生具备正确评判事物的能力，形成自我约束、阳光快
乐地享受语文知识给学生带来的充实感。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营造氛围、创建场景，可帮助教师更好
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可提前制作出与教材相关
的图片、影视资料、动画等相关资料，在课堂上结合课文中提到
的知识点，将资料一一展示出来，使学生仿佛身在其中，其乐无
穷。这时，教师可以引导性地提出问题，让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
解变得有层次、有深度，这时，教师再发散性地联想，提出更多
与之相关的问题。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质疑，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应该如何正确地思考。如理解出现偏差应如何
更正，若深度出现不足应如何弥补。然后，再将日常生活中的场
景、人物、事物与语文知识完美的结合起来，加深学生对语文教
材知识的记忆，使之回味无穷。例如:在学习《赵州桥》时，学生
如果只是片面地通过文字，是无法真正明白赵州桥的构造，更无
法体会到我国古人造桥技艺的博大精深。这时，教师可以将提前
制作好的影视资料放映出来，同时向学生们介绍赵州桥的历史背
景、文化背景和人文背景，让学生能够亲眼看到赵州桥的精巧和
伟大，感叹我国古人博大的智慧和不屈的精神。甚至可以介绍一
些赵州桥的典故和传说，比如“赵州桥上的脚印是八仙之一的张
果老倒骑毛驴时留下的，后面的车轱辘印是柴王爷的车压出来
的。”诸如此类的讲解，增强语文教学中的趣味性，让学生在欢声
笑语中学习语文知识。然后，再鼓励学生提出相关问题。比如：

“赵州桥的小桥洞为什么有四个？为什么每个桥洞各不相同？赵州
桥为什么没有桥墩？赵州桥因何而得名？”让学生大胆提问，正
确思维，最终，从赵州桥感受到祖国的伟大，提高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

2.3培养学生综合质疑能力，加深学生理解层次
小学的语文教学本身就融入了大量的国学思想，在弘扬华夏

文化的同时，让学生明白国学思想的精髓和真谛。可是就目前
而言还有所欠缺。因为国学思想同属于哲学范畴，在小学阶段
的学生年纪尚小，学生的“三观”大多还都在启蒙阶段，所
以对抽象的、概念化的文化思想无法真正理解和掌握。所以，
就需要在小学语文课程中，创新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可以愉
快地、主动地学习，从而懂得辩证地看待事物的发展规律，培
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使之成为国家的希望，社会的栋梁。

很多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课程时，不懂得该如何表达自己的
想法，总是感觉无从说起，进而无法提出建设性的问题。这
时，就需要教师不断对学生提出问题的同时，还要综合性地改
进教学方式，引起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的兴趣，再启发学生该如
何正确的思考，勇敢的提出质疑。例如，在学习《狼牙山五
壮士》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提出质
疑。比如“狼牙山在什么地方？解放军战士是在和谁战斗？五
壮士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战争的走向如何了？”这样就可
以让每一位学生参与其中，了解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缅怀
革命先烈，建立正确的“爱国观”。在学习《圆明园的毁灭》
一文时，教师可以针对教材中的内容提出质疑，比如：为何作
者要用“掠走”而不是“拿走”或者“抢走”。为何要用

“凡是”和“任意”这样的文笔来描写当时的场景，如果去
掉它们会有什么不同，还有没有可以替代它们的词语。这样不
但可以加深学生对于那段屈辱历史的了解，还能体会到作者在描

述时内心的真正感受。通过这样质疑的方法，可以让学生与作
者产生共鸣，提起学生阅读的兴趣。学习结束之后，在让学生
写读后感时，学生就会懂得如何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正视那
段历史。了解到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吏治腐败才造成了
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让学生明白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应
当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然后指导学生应该如何思考，今后该
如何去做，以此来达到警示和激励的作用。

2.4 引导学生正确的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率
明代心学大思想家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就

是教化人们要将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合理控制在国家体制和法律
的框架之内。其中的“知”主要讲的就是对事物的认知态度，
拥有了积极、主动的态度，然后才是如何去思考。因此，小
学语文教育要引导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自觉、主动
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在养成自觉的行为习惯的同时，引导
学生正确的思考问题，懂得“善”与“恶”的区别，明白

“美”与“丑”的不同。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从点滴做起，
逐渐成熟自身的思想，让学生懂得教师和家庭培养的目的，明
白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通过思想政治的学习，不断地充
实自己，提升品格。在加强了对“知”的能力培养之后，学
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收获“行”的结果，懂得对违反公德行为的
不耻，对高尚品德的追求[2 ]。

2.5 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和使命感，提升学习成果
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人才。学生不应该每天都是“两点一线”
的学习生活，应该是在学习和领悟了理论知识之后，再将其所
掌握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过程中，让理论知识
得到升华。在实践中，让理论知识成为行动的准绳。并通过亲
身参与实践，体会到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从而引发学生对革
命先烈英勇不屈、无私奉献的思考。让学生具备“从我做起”
的思维意识，树立学生争当榜样的意识。

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将班级中的
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兴趣小组。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开展和探索自己喜欢的领域，并把实践的全过程用感言的形
式书写下来，再与其他成员分享实践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实
践的结果提出自己的结论。教师再根据学生的结论，为学生剖
析结论的对错，还能否引申出更多的意义等等。比如，在学习

《祖国在我心》一文时。即便学生没有亲临祖国的雄伟和壮
观，也可以激发学生发散性地思考，然后说出想象中祖国的样
子。然后，教师根据学生描述出的祖国，讲解祖国的发展历
史。让学生感叹到祖国的伟大，体会到建设国家的不易，以及
无数革命先辈的英勇奉献。这时，还可以将当地发生的爱国故
事讲给学生听，将学生身临其境地融入其中，在缅怀革命先驱
的同时，了解到如今祖国的强大和富饶。建立学生对国土和疆
界的意识，增强学生的爱国之心，提升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习成果。

3　总结
综上所述，在“双减”政策的指导下，教师应积极整改

传统教学模式，有效运用趣味教学法和情景教学法，增强教学
过程中的互动性，培养学生综合质疑能力。树立学生正确的学
习习惯，引导学生掌握高效的学习方法，并激发学生爱国主义
思想，加强学生品德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学生打
造“平安、文明、健康、祥和”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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