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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课改下小学语文教育教学高效课堂构建
刘　璇

（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大垛中心校，江苏 泰州 225731）

摘要：小学语文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课程，其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学生们“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课堂教学是学生学

习知识和提高能力的关键。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师生间、同学间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的过程。因此，课堂教学是否高效是

小学语文教学是否能取得成功的至关重要因素。在课堂上老师应该教什么以及怎么教，学生们应该学什么以及怎么学，都是值得

我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新课改下小学语文教育教学高效课堂构建进行简要分析。如何构建小学语文的高效课堂，使

得小学生由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知识，成为现代小学语文教育者所面临的挑战。本文对在新课改下构建小学语文高效

课堂进行教学研究，以期为推动语文教学质量提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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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语言素养，

使他们能够应用语文表达自己的需求，它属于一门工具性学科，

以应用性目的为主，使学生能够在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应用语文

知识有效完成各项活动。教育信息技术应用于语文教学中，可

以提升语文教学质量，将语文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在语文教学

中，信息技术可以呈现出图文并茂、视听结合的教学情境，引

导学生不断探索、认识新事物。信息技术这些情景化的特点，

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更投入，体验语文学习的乐趣，进而不断

提升语言素养，并且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探索世界的美，养成

良好的情感价值观。

一、创设教学情景，强化教学效果

信息技术可以创设有趣、形象的视频画面，因此，教师可

以将信息技术引入小学语文课堂中，创设丰富的视频画面，使

课堂更加富有情境。学生在情境化的课堂中学习语文知识，能

更深刻地感受语文的美，从而在学习过程中更加投入，提高课

堂学习效果。

例如，古诗词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项重头戏，但小

学生的语言思维和逻辑思维发展较慢，加之古诗词语言逻辑比

较抽象，常用单音节词语，因此，小学生常常无法正确理解古

诗词。若教师只依靠传统的教学方法，生硬地讲解古诗的译文

和中心思想，很难使学生对古诗理解透彻，但利用信息技术创

设情境，有助于学生理解抽象的古诗词。在《山居秋暝》这节

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视频将这首古诗描绘的画面

展示出来：空旷的山林刚刚下了一场雨，秋天的气息显示出来。

皎皎明月照在松林里，清澈的泉水在石头上静静流淌。由此，

诗中的画面就动态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这种动态、生动的视频

画面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诗歌，帮助其深入分析诗歌的中心思想。

这样，通过文字与音像的结合，教师在课堂上营造出原诗的意

境，使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

二、读写结合，整合学习活动提高效率

新课改以来，各种语文教学理论让人眼花缭乱。而无论教

育模式如何变动，发挥语文教育的功能，使学生掌握语文知识

和语文学习能力才是教学的最终目标。读写结合法是一条切实

可行的路径，具体来说就是“读为基础，从读学写，写中促读，

突出重点，多读多写”。

读为基础，先阅读，后写作。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通

过讲解写作思路、遣词用句的技巧，为写作教学做铺垫。读写

结合，要重点突出，多读多练，每一次写作时，要突出练习的

主题。读写结合训练要规范化，并且应该循序渐进。教学如爬

山，向上走的每一步，都以前一步为基础，因此读写结合教学

只有循序渐进，每一步都打好基础，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

果。小学低学段的语文教学工作，重点是让学生练好 4 要素，

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让他们能够使用 4 要素来完整地

表述事情；小学中间学段语文教学工作，重点是让学生理解篇

章，练好审题、选材、立意修改等能力；对于小学高年级学段

来说，语文教学的侧重点在于让学生掌握自学自得自改的能力，

全面提升其语文综合素养。要做好读写结合教学，教师必须要

把握好不同学段的教学重点。各学段的读写结合工作循序渐进，

各有侧重，这样语文教学才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三、深挖教材内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语文学习需要长期积累，学生只有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积

累语文素材，拓展自身视野，才能不断提升语文综合能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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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小学语文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深挖课本内容，帮助学

生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同时通过拓展阅读或者写作训练，积累

更多的语文素材。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深挖课文来给学生提供更多练习写作

的机会。在学习《珍珠鸟》这一课程内容时，教师就可以让学

生在生活中观察一种小鸟，观察后写一篇习作来描写小鸟的样

貌、习性。学生完成这篇写作任务时，对小鸟进行了初步的观

察，之后在学习这篇课文时，学生就更能理解课文内容。同时

学生可以将自己的写作和课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课文中有哪

些地方更出彩，进而学习文章中的写作手法。珍珠鸟这篇课文

中，通过大量字节描写淋漓尽致地描写珍珠鸟的可爱，展现珍

珠鸟的美丽。在分析以后，学生就可以学习文章中这种写作思

路，将自己的文章写得更好。这种写作活动不仅给学生提供了

练习写作的机会，也让他们通过写作进一步分析和理解课文内

容，最终使学生的语文读写能力得到提升。

四、养成勤于动笔的习惯，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阅读批注使得语文阅读质量更高，使得学生的表达空间更

广阔，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思路、情感变化都被记录下来，帮

助学生加深对文本内容的理解，进而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

如在《背影》这篇文章中，教师引导学生对整篇文章进行

分析后，可以让学生开展课外阅读，并将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

感悟记录下来。通过课后拓展阅读活动，阅读一些歌颂父爱的

文本内容，学生将自己通过课后阅读对父爱的理解记录下来。

在此过程中，为了保障学生阅读批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教师

可以结合推荐阅读篇目设置批注框架，让学生在框架下完成批

注，进而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父爱，也能对于不同的文本类型

进行对比和分析，研究不同本文的语言特色、情感表达方法等，

进而促使初中阶段的阅读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满足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现实需求，支撑初中阅读教学改革的系统推进，为初

中语文教学改革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理想化的条件。

五、应用信息技术，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使得小学语文教学不能一味地局限

于课堂，而是应该在以教材内容为教学中心，积极拓展语文课

堂，让语文课堂拓展到日常生活中和大自然。通过有效的教学

拓展，使学生的语文阅读和理解获得丰富发展，同时推动学生

提高语文综合素养。教师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借助信息技术给

学生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对于推动学生掌握语文综合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

例如，在教学《风筝》这一课程时，在教学的初始部分，

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回忆一下，春天有什么？有的学生想到春天

有消融的河面，有青青的小草；有的学生想到春天有温暖的春

风，有满天五颜六色的风筝。之后，教师在引出本文，在学生

对课程内容获得一定了解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互联网、

报刊书籍等方式中，搜集大量有关描绘春的文章。主题阅读活

动使得学生阅读更多与春天有关的文章、诗歌，进而使学生把

握春天的特点，掌握与春天有关的一类文章的阅读方法。在这

种主题阅读活动中，学生搜集、梳理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并

且累积丰富多彩的语文素材，语文学习质量进一步提高。

六、结语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充盈自己，做

一个厚知、博学、高尚的人，教好每一个孩子。新课标理念下，

教师要善于应用信息技术，将抽象的诗词等知识形象生动地介

绍给学生，还可以应用信息技术拓展语文学习空间，让学生积

累更多语文素材。同时教师可以深挖教材内容，设计多样化语

文练习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上扎实语文功底；教师还可以引导

学生在阅读时做批注，记录自己的理解、情感，以提升语文阅

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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