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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新课标下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王加央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江盘镇中心小学，甘肃 甘南 746300）

摘要：新课标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次重大改革，是从上到下的一次全面改革，在推行的过程当中也无可避免地遇到了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影响到了新课标的进程，也不利于我国教育领域的发展。对于小学语文教师而言，想要更好地推动小学语文进行新课标，

就需要找到在小学语文在施行新课标当中遇到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来制定出解决对策，才能够打破障碍、顺利施行。因此，目前小学

语文教师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观察课堂教学，找到存在问题以及制定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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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作为一门实用性学科，对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成

长有着深远的作用。因此，新课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施，

关乎我国教育领域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潮流。新课标在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改革，要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理

念多个方面入手，让学生们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实现综合能

力的培养，而不是单纯的成绩提升。也正是因为要进行全方位

的改革，所以在实际推行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很多难题。一些小

学语文教师因为对于新课标不是非常理解，所以在面临问题时

有些不知所措。因此，结合实际情况来找到新课标下小学语文

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制定解决策略，为更多的小学语文教师

指明教学方向，从而将新课标真正的贯彻落实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推动小学语文课程的进展。

一、新课标下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对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激发

新课标要求教学要能够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要让学生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因此，激发学

生主观能动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在很多的小学语文教学当

中，小学语文教师并没有重视起对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激发。更

多的情况下，依旧是让学生们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样的情况就导

致学生学习兴趣下降、学习效率降低，无法将新课标要求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有效落实，影响到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进程。

（二）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新课标明确要求要将课程内容与生活和时代密切联系起来，

这就需要小学语文教师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加入

大量现代化、生活化的元素，开展多元化的教学。但是就目前而言，

大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语文教学时，采用的教学方式依旧以

填鸭式教学为主，这就导致教学氛围枯燥、教学方式脱离实际，

影响到了学生们的理解和掌握，也不符合新课标的相关要求。因此，

教学方式过于单一也是目前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面临

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教学目标与新课标背道而驰

新课标是相应国家素质教育而推出的课程标准文件，是指在

改革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新课标的改革目标便是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打破传统以成绩为主的教育模式。这

里所指的综合能力，不仅包括培养学生相应的学习能力，更重要

的是对于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让学生们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综

合性人才。但是在如今，很多的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依旧将

成绩提升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采取着传统的教学方法，包括课

文拆分讲解、题海战术等等。这样的教学目标与新课标背道而驰，

影响到了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进程。

二、解决新课标下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问题的对策

（一）构建自主学习课堂，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

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激发要遵循学生的本意，要让学生们愿意

去学习、主动参与学习，而不是处于被动状态进行学习。因此，

小学语文教师要想在教学中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就要从改变学

生课堂地位入手。而构建小学语文自主学习课堂，便是转变学生

课堂地位、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有效措施之一。自主学习课堂

要能够让学生做主，实现时间与行为的自主支配，这样学生才能

够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来规划学习计划，提高自身的学习效

率，从而能够实现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的目的，推动小学语文教

学改革的进程。

对于小学语文自主学习课堂的构建，不是简单地放权，而是

需要小学语文教师能够以合理的方式让学生们开展自主学习，从

而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否则，一味进行放权，很容易让一些自

控力不好的学生只顾休息而不顾学习，丧失了自主学习的效用，

也达不到新课标的要求。本人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自然也明

白新课标的相关理念。我在小学语文的实际教学中，对于自主学

习课堂的有效构建有一些实践经验。我在构建小学语文自主学习

课堂时，第一步是进行学习方向的确定，帮助学生确定了学习方向，

才能够让学生们不走弯路，能够有目标的进行学习。第二步是进

行自主学习课堂的规划。单纯的让学生们闷头苦学是没有效用的，

跟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没有太大区别，也无法有效激发学生主观能

动性。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我设立了小组问

答机制。将学生们按照四人一组进行小组划分，然后开始自主学

习。当学生们读完了整篇课文之后，每个人要提出一个问题，然

后小组成员就组员提出的问题来进行讨论交流，得到正确的答案。

这个过程是提出疑问、解决疑问的过程，对于学生而言，既可以

通过讨论解决自己的疑惑，也可以通过交流拓展自身的思维，是

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有效措施。在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展了自主

学习课堂之后，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有效地激发，在课堂

中可以认真学习、积极讨论，让学习变成自己主动参与，而不是

被动强迫的参与。

（二）开展多元化教学，提高学生知识理解能力

新课标要求了教学内容要与生活和时代密切联系起来。基于

此，要在教学中引入更多生活元素和现代元素，开展多元化的教

学模式，从而能够实现学生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的目的，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知识理解能力，实现新课

标的相关要求。

多元化教学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教学方式，不能够一味

进行套用，否则就很容易出现邯郸学步的情况。因此，多元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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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的开展一定要遵循相关的原则，要能够符合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同时又可以与教学内容紧密相连。这样才能够将多元化教

学模式的效果充分展现，让学生们在学习和理解语文知识时变得

更加容易，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也

很注重多元化教学方式的应用。在对于教学方式的选择上，我也

与实际靠拢，考虑到学生们的兴趣特点，于是采取了生活化的教

学方式。因为生活实际中很多元素都与语文教学内容有着密切的

关联，而且引入一些生活元素可以让学生们在理解文章时能够结

合实际，从而提高学生的知识理解能力。例如本人在进行《铺满

金色巴掌的水泥道》这一课的教学时，便引入了一些与文章情感

相呼应的生活元素。我利用信息技术展现了生活中秋天的一些唯

美场景，这些都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秋景，学生们在观看之后就

可以联想到自己印象中秋天的景色。于是趁着学生们沉浸在秋景

之中，我便提问学生自己心目中的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学生们开

始回忆自己印象中秋天的场景。有的学生说夕阳将自己的影子拉

得很长，而且秋天的夕阳格外的金黄。还有的学生说秋天的风是

凉凉的，凉凉中还带有一丝寒意，但又没有那么寒冷。通过引入

生活元素，激发了学生们对于秋天的想象，让学生们开始感悟大

自然的美妙，开始亲近自然、体验自然，对于这一课想要表达的

内容和精神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因此，结合实际和学生个性化

需求来开展多元化教学方式，是解决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难题以及

推动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有效途径。

（三）渗透立德树人理念，培养学生正确道德品质

新课标的改革目标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综合性人才。

因此，德育教育也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小学语文教师应

该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立德树人理念，充分利用教材中丰富的德育

思想来培养学生正确道德品质，让学生们在正确的思想道路上成

长，实现新课标的教学目标。

立德树人理念在教学中的渗透，不仅要做到思想渗透，更要

在行为上进行落实。只有如此，才能够培养出品行兼优的综合性

人才，才能够实现新课标的要求。因此，设计开展德育实践活动，

是促进小学语文渗透立德树人理念的有效方式，更是帮助学生落

实德育行为，达到培养学生正确道德品质的有效途径。本人就有

着丰富的德育实践活动经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设计开展了多次

语文德育实践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成果。要想更好地将小学

语文教学与德育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就要围绕语文教学内容中的

德育主题来设计开展德育实践活动，从而让学生们在落实德育行

为的同时，更好的感悟文章思想，实现双重进步。例如本人在进

行《慈母情深》这篇课文的教学时，便设计开展了一次德育实践

活动，活动主题为“我为妈妈做件事”。要求学生们能够为自己

的母亲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体验母爱的伟大。在这次的德育

实践活动中，有的学生选择了帮助妈妈做一天的家务，让妈妈休

息一天。有的学生选择为自己的母亲送一份自己做的手工礼物。

很多的学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为妈妈做事。在完成了这项德育

实践活动之后，我便让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感想。很多的学生在实

践活动中有了很深的感悟，于是进行了感悟表达。为妈妈做家务

的学生表示以前他觉得家务很简单，就是扫扫地、拖拖地就好了。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才发现，家务真的有好多，不仅要扫地、拖

地、擦桌子、洗碗甚至还要洗衣服。自己做了一天就非常的累，

而自己的妈妈做了十几年却毫无怨言，他觉得自己的妈妈很伟大，

而自己以前不懂事的行为现在回想起来也十分后悔。还有其他很

多的学生都表达了自己的感想，对于母爱的伟大有了更深的体悟，

对于《慈母情深》这篇课文也有了很好地理解。由此看来，结合

语文教学内容来设计开展德育实践活动，的确有助于立德树人理

念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促进了学生正确道德品质的培养，

实现了新课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及培养综合性人才的目标，解

决了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

（四）落实读写结合教学，培养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

对于培养综合性人才，小学语文教师除了要端正学生的品行

之外，也要培养学生相应的学习能力，让学生们能够在未来的学

习和成长中通过学习能力获得更美好的未来。而且新课标也十分

注重对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这是落实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

而对于小学语文教学而言，阅读与写作能力是最主要的学习能力，

关乎学生们的进步与成长。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要采取合理的教

学方法，来实现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培养，

读写结合是一种高效教学模式，能够结合阅读与写作的共同

之处，让阅读与写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学生阅读与写作

能力得到双重培养的目的。当然读写结合的应用并不是简单写一

些读后感就可以，还需要小学语文教师探索理解阅读与写作的关

系，从而找寻有效的结合方法。在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我也

开展了读写结合教学，在实践探索中也获得了不错的成效。我所

采用的主要方式是仿写、续写以及课外阅读。仿写以及续写都是

以写促读的方法。通过对于文章优秀句子的仿写，能够体悟句子

中蕴含的写作情感与蕴意，实现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续写的作

用更大，能够加强学生对于课文逻辑线索的掌握，发挥自我想象力，

实现写作与阅读能力的双重培养。课外阅读则是帮助学生扩充知

识底蕴、思维层面，让学生们在写作时能够有内容可写、有合理

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很有帮助。当然，

不论是仿写、续写或者是课外阅读，都要以教学内容为核心来开展，

否则就脱离了课本、降低了效用。例如本人在进行《陶罐与铁罐》

这一课的教学时，我就布置了续写作业，我将课文结尾进行了改

编，让铁罐也活了下来，让学生们根据课文主题来进行续写，从

而促进学生写作能力与阅读能力的培养。在布置了续写作业之后，

很多的学生都续写出了不错的结尾。有的表达出了铁罐存活下来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锈迹斑斑，但它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

学生们的续写中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于文章理解的深入以及写作能

力的提升。因此，有效开展读写结合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新

课标的有效方式，对于解决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起到了

效用。

总而言之，新课标的出现代表着教育改革的方向，在改革的

过程中自然会有相应的阻碍与问题。但是只要小学语文教师可以

根据问题来制定解决对策，紧紧贴合新课标的内容与要求，便可

以打破问题的约束，推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进程，对于小学生

的成长有着不可言喻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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