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52020 年第 2 卷第 10 期 方法展示

山区小学语文教师如何成功落实教学目标
理　骏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西北勒乡中心学校，云南 蒙自 661100）

摘要：随着课程改革的日益发展，语文教学目标落实成为诸多教育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小学语文教学任务的完成，应当紧紧围绕教

学目标来实施教学过程。而能否顺利、成功地落实教学目标，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

语文教学目标中，不仅需要培育其对祖国语文知识的思想感情，更要注重其口语交际、阅读、写作等方面素养的培养。鉴于此，本文立

足山区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实际，对教学目标落实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在讨论山区语文教学目标落实现状的基础上，对有效落实的具体策

略和方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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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再加上山区条件限制，

语文教学活动的开展往往容易受到限制，这就需要教师在钻研和

分析新课程教育理念的基础上，联系山区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需

求，通过在教学态度、教学形式、教学时机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

促进山区学生的情感态度、知识能力等方面得到有效培养，使其

在活跃、和谐的语文课堂氛围中主动锻炼自身的听说读写能力，

培养其正确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态度。

要想有效落实语文教学目标，语文教师应密切关注山区学生

在学习心理、学习态度，以及个性化学习需求，运用和谐的教育

教学态度、有效利用语文课堂的突发事件，让学生们在阅读和语

言对话实践中落实语文教学目标。

一、落实教学目标的重要性

从整体角度出发，目标对社会行为活动具有导向性作用，对

山区学生阅读、对话等语文学习行为具有引导价值。

在科学的语文教学目标下，教师能够在课堂中陪伴学生共同

成长，打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促使学生们在语文学习行为中

获得个人能力的提高。

同时，语文教学目标的设定是专门为教师提供的课堂活动指

导方案，是教师选择阅读和其他教学内容的重要参考，对学生重

点学习内容和方法提供指导。

再者，在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行为活动都需要

一定动力支持，通过逐步落实教学目标，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发

展动力，对学生学习热情的激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充满热情、主动参与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可以顺利

地进行对话和交流，促使其积极掌握阅读和其他教学内容。

二、落实山区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现状

多年在山区任教，每次走进课堂，总感觉自己的课就像“催

眠曲”，即使我吼破了喉咙也无法让学生专心、认真学习，无法

成功落实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自从听了陆洪巧老师《小蝌蚪找妈妈》，让我受益匪浅，课后，

多次向陆老师求教，深知要成功落实教学目标，围绕新课标的要求，

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我认为要成功落实教学目标，应做好以下

几个方面：

（一）教师教学态度影响学生个性发展

在语文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态度主要是建立在自身价值观、

道德观的基础上，在教学活动的认知、教学行为倾向和情感意识

等方面的表现。学生是否能够抱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意识，往往

取决于教师自身态度，这就会给教学效果带来一定影响。

在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教师态度中，主要有赏识、唤醒

等方面的个性化教育行为，能够起到增强学生自信心、自尊心的

效果，更能有效缓解课堂学习中学生面临的焦虑感，促使其形成

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行为。

在固有的山区语文教学中，教师将更多精力放在按时、按量

的传递理论知识上，其习惯于运用威慑力去严厉对待学生，使其

保持高度的专注力，让很多山区不敢走神、开小差，以确保教学

进度能够在教学目标内完成。

但是，这样的教学形式下，山区学生容易对教师产生畏惧、

排斥，甚至是抗拒心理，即便学生能够认真听讲，其思维状态往

往容易受到限制。

鉴于此，新课改下的语文教师应扭转这样的教学态度，向学

生展现民主、温和的方式与姿态，顺利与学生对话。

（二）教师巧妙的教学方法是成功落实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

关键

目前，部分教师已经围绕教学形式、方法融入了创新因素，

使得课堂教学活动充满了变化。但是，这些一味地追求创新，一

整节课完成后部分学生连课文都难以背熟，甚至生字都难以掌握，

这就使得学生在课堂中仅处于想象世界中。

同时，部分教学甚至未能围绕教材展开，开展的语文实践活

动未能联系山区学生知识和能力水平，这样任由学生谈的课堂难

以促进学生语文素质和创新思维得到培养。

在新课程中，要求教师将课堂打造成充满趣味、活泼的学习

环境，引导其形成自主、协同。探究的学习习惯。但是，在教学

实践中，部分教师未能深入地理解课改精神，在教学实践中存在

盲目的教学现象，甚至开展了与教学内容关联性不强的讨论或其

他活动。

教学活动形式的灵活应用都应为落实教学目标服务，若教学

活动形式脱离了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就难以达到理想化效果。

（三）正确处理好课堂上的突发事件

为了保证每节课的教学效率和效果，教师往往会在课前准备

中投入大量精力，如对教法、学情、教材等方面的分析和把握。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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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育教学实践中，多种因素往往不具备稳定性，课堂中容

易出现多种意料之外的教学行为。

对于语文教学活动，教师在课堂中面临着山区思维活跃、活

蹦乱跳的也学生，难免会在课堂教学实践中遇到突发性事件。这

样存在突发性的课堂行为，往往会容易给教师带来一定困扰。

原本按照教师教学预设进行的教学实践会给课堂进度带来影

响，若难以做好处理并加以解决，极容易影响最终的教学效果。

这就需要教师将教育契机转化为教学实践，为语文课堂教学注入

活力、生机。

三、落实山区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有效策略

（一）教学态度是促成良好课堂气氛的首要因素

从心理学教育角度出发，已经反馈出了一个有效信息：在掌

声和鼓励环境中成长和学习的学生往往会更加自信，其更敢于追

求理想。

相对而言，对于处在批评成长环境的学生，其内心往往较为

脆弱、敏感，容易受他人语言影响，很难精准地把握未来奋斗方向。

若语文教师习惯于通过批评等方式教育山区学生，就容易导致其

难以获得正确、积极的学习感受。

鉴于此，教师应时刻对山区学生抱有肯定和赏识的态度，对

其在课内外的闪光点和表现予以肯定，以增强其心理承受能力。

教师不仅承担着学科教学的重任，更要及时关注学生的学习

反馈，结合山区孩子的心理、情绪等表现，及时调整和转变自身

教学态度。特别是山区小学生，其情感态度等方面发展极容易受

到教师态度影响，还会对其外在行为带来一定影响。

所以，教师应注重在课堂中与学生言语、眼神和其他方面的

交流和对话态度，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中获得幸福、愉悦的心理体验。

例如：我在“开学第一课”时，为了能收学生的心，创设一

个良好的开头，我做了以下的调整。首先，我面带微笑小跑着进

教室，这样可以体现出老师非常渴望开学的到来。其次，谈论一

些他们喜欢的话题。个人认为教学态度是促成良好课堂气氛的首

要因素。

再如，在讲解“海上日出”这部分内容时，笔者为了引导

学生积极地打开创造和想象空间，以和善的眼神鼓励大家：“大

家喜欢看山里的日出吗？你们可以想象下海上的日出是什么样子

吗？”通过注重情感、言语等方面的传递，以高昂的精神态度鼓

励大家进行创作，让山区的孩子们都能联系课文表达脑海中的想

法。

（二）巧设课堂情景是营造和谐课堂气氛的重要因素

在固有师生关系中，部分教师仍然秉承着师为尊、生为卑的

师生相处关系。这样的情况下，教师成为掌控全局的发号施令者，

而学生只能一味地服从和接受，很难客观地给予教师饭可以，阻

碍了学生智慧的生成。

鉴于此，教师应通过设置轻松的对话场景，让学生感受到来

自教师友好、善意的沟通理念，避免其在内心产生焦虑和抵触感，

促使其积极地进行表达和表现。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通过分享亲身经历，将课堂教

学主题与自身的有趣、乌龙事件讲述给学生，在吸引其注意力，

让全班同学开心的同时，激发大家主动表达和展现的欲望。

这样，学生就能在和谐、欢快语文课堂氛围中畅所欲言，迅

速地贴近语文学习主题。然后，教师可以顺势导入课文知识和内容，

让大家围绕故事内容进行讨论和整理。

其中，教师给予了学生表达意见和看法的时间和空间，使其

能够主动提出阅读或学习中存在的困惑，让学生们主动思考和解

决问题。这样，学生们就能在和谐的课堂气氛下成为能动型学习者。

例如，我在 2018 年担任西北勒乡中心小学五年级一班班主任

时，我们班里有一个后进生叫陈友才，性格孤僻，平时不爱说话，

提问什么也不说，面对这个学生我非常苦恼。

通过看了《名师营造课堂氛围的经典细节》一书，我受益匪浅，

尝试在这个学生身上找到闪光点进行赞扬与肯定，经过一段时间，

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这个学生从以前的不说话、不举手发展

到爱举手回答问题了。

（三）认真倾听学生的发言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教育教学中的公

平。作为山区语文教学工作者，理应认识到每个学生是渴望成长、

发展和进步的独立个体，其都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任何脱

离公平范畴的教学行为和态度都会影响学生在成长中的自信心。

鉴于此，教师应在课堂中有序组织和倾听每名学生的发言，

让每个学生能够感受到平等对待的态度，促使整体学生都能获得

进步和发展。

例如，在讲解“狼牙山五壮士”这部分内容时，笔者对山区

学生各个环节的学习行为进行了关注，并在认知疑虑环节设置了

教师干预。

比如，对于班级内不敢于说普通话的学生，在朗读课文时存

在着乡音浓郁、发音不准等问题。这时，我主动倾听学生在表达

普通话中的问题，引导大家对拼音发音等方面知识进行复习和巩

固，并在课下帮助其进行纠正，使其自尊心得到了保护。

再如，在讲解“少年闰土”这部分内容时，教师组织学生们

对课文中的各个故事进行梳理，并让大家以主动交流形式表达出

最喜欢的故事情节。在全班交流中，一个学生说：“我喜欢‘雪

地捕鸟’这个部分，这写出了小孩天真活泼、对新鲜事物充满好

奇的情景，尤其是那些动词非常的形象、传神、有趣。”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教学目标的成功落实离不开教师态度、教学形式

和教学时机。因此，教师应切实调查和关注山区学生语文学情，

通过时刻反省和纠正教学态度、巧设课堂情景和认真倾听发言等

形式，让学生们自尊心、人格发展得到关注，促使其主动发挥自

身长处，完成教学目标，以便促进山区学生获得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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