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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李旭明

（甘肃省徽县江洛镇游龙学区立斗三澣希望小学，甘肃 陇南 742300）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导学案在课堂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为逐步深入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在

小学语文教学中使用导学案，帮助教师推动教学进度，规划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创设轻松、高效的课堂。同时，导学案将学生被

动的学习转变成了自主的探究式学习，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因此，本文详细阐述了导学案的定义，以及

它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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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学案的定义

所谓导学案就是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方案，根据新课程

标准的要求，经过教师对教材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后，最终确定的

学习指导。它为学生创设清晰直观的教学情境，合理把控教学时间，

确保课堂教学顺利进行。

二、导学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小学生的学习意识不强，受传统灌输式教学的影响严重，

未能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导致不能按时完成课前预习，使得导

学案成为了摆设。另外，教师不能灵活运用导学案，讲的知识过细，

内容设计缺乏合理性，并且导学案与多媒体教学不能高效地结合

起来，导致教学的连贯性较差等。

三、导学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一）在预习阶段运用导学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前预习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学生

对知识有初步的认识，有利于课堂上对知识的理解，减轻课堂

上的学习负担。导学案要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引导学生主动

预习课文，独立思考导学案中设置的问题，对未能完成的部分

做好标记，小组针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交流讨论，促进导学案

的有效运用。

例如，在学习《桂林山水》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给学生列

出大纲，让学生围绕“静、清、绿”三大特点，品读作者是怎样

对桂林的山水进行描写的，因为小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不强，教

师要给学生规定时间完成导学案中课前预习的内容。为了增强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自信心，教师对导学案的设计要由易到难，带

着问题进行预习。

（二）提高导学案的质量，真正发挥导学案的作用

导学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是课堂活动的主线。

因此，教师在准备导学案时，要精心研读新课标，钻研教材内容，

把握知识脉络，注意重难点突破，做到讲练结合，使学生能够学

以致用，提高导学案的质量。教师在制作导学案时首先要捋出清

晰的脉络，让学生一目了然，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以及

自我检测。

例如，在制作《尊严》导学案时，教师首先要让学生了解学

习目标、重难点，然后教师给出文章大纲，引导学生自读课文，

熟悉生字，通过设置合作学习、交流展示等环节，让学生学习新知，

最后进行过关检测，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在课堂上要充分

给予学生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的时间，真正高效地利用导学案，

发挥其“导”的作用，为教师教学提供辅助，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另外，教师在设计导学案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情

和特点，根据教学内容紧密地结合生活实际，创设特定的生活情境，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引导学生在课堂上根据导学案自主

学习。同时，教师要注重学生合作环节的设置，利用导学案引导

学生小组探究，交流讨论并解决问题，提高学习效率，实现课堂

教学的高效性。

例如，在讲授《夜莺的歌声》时，可以设置如下问题“从哪

儿看出小男孩儿是有意让敌人发现的？分角色朗读军官和孩子的

对话，思考小夜莺是个怎样的孩子？从哪儿体会到？”通过小组

合作讨论，解决问题，并推荐代表发表本组的观点。这样既锻炼

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团结意识，开拓学生的

思维。

（三）利用导学案进行课后延伸，巩固和拓展知识

导学案不仅在预习和课堂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还可以

指导学生进行课后的复习和拓展活动，学生根据导学案上的问题

进行课后练习，对知识进行巩固和延伸。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

课文内容，布置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增强学生

对语文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

素养。

例如，在学习《触摸春天》时，教师可以在导学案中设计让

学生到户外去感受春天的气息，并用课文中学到的描写手法描绘

学生眼中的春天。这样既能对课文的内容进行巩固，又能锻炼学

生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单纯地让学生进行练习而不去点评和

反馈是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教师可以选取几份比较好的作品，

让学生在课上进行朗读，让同学进行评价和讨论，使教学内容更

加丰富多彩。

四、结语

总而言之，导学案在小学语文教学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辅助

作用，能够帮助教师梳理教材内容，指导教学环节，突破教学重

难点，丰富和拓展语文教学方式，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在语文

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改善导学案运用中出现的不足，才能

使语文教学真正实现高效性。一份好的导学案要求教师进行精心

的设计，既要对教材深入理解，又要懂得如何拓展延伸，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为学生创设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对语文学科更加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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