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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课改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法
周　爽

（乌海市第一中学，内蒙古 乌海 016000）

摘要：伴随着新课改的持续深入，有效教学法与学科教学的融合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研究重点。对高中语文教学而言，教师为了帮

助学生学习更多方法，并提升语文教学效果，需要重视多元化教学法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使学生在知识学习中实现自我能力、认知的发展，

切实推动教学发展。本文就新课改背景下高中语文有效教学方法与教学的融合进行探究，结合二者融合必要性、存在的限制性因素等作

为切入点，并思考有效措施，希望对教师的教学改革提供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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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课改下创新语文教学方式的必要性

（一）实现学生多元化发展的目标

作为基础性课程，语文教学关系着学生其他学科的学习。同

时，语文教学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其主要作用可以提升学生的

语文综合素养，即表达能力以及写作能力，并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从学生能力发展角度来讲，高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时期，

在此阶段对其进行合理引导，可以让学生在知识学习中实现自我

能力以及素养的综合化发展。同时，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

当前社会各部门以及高校对学生的能力有了更高要求，他们不仅

需要具备较强的基础能力，同时也需要在长时间的积累下形成利

于自身发展的综合素养。对高中语文教育来讲，借助有效的教学

方式以及丰富的内容引导学生深入文学作品，掌握其精髓，需要

在教学中将生活以及学习相联系，为其搭建良好的学习平台，这

样可以实现学生精神层面的感悟以及理解能力的双重发展，促使

他们多元语文素养的发展，并深化语文教学内涵，推动教学的发展。

（二）深化语文教学改革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迫于总复习的压力，一些教师不得不选

择直接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学习高深、极具内涵的语文知识，不

过单一的教学形式以及枯燥的学习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学

生的学习主动意识，不仅教学效果较差，且学生的能力也得不到

提升。而在当前素质教育持续深入的背景下，教师为了改善这一

教学现状，实现学生能力的发展，并积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他

们会从教学方式创新、教学内容丰富以及文化元素挖掘等几个角

度进行研究，并将其落实到教学过程，从而搭建优良学习平台，

让学生学习更多深入的知识，提升自身的文化综合素养，进而实

现新时期下的教学目标。与此同时，现代教育更为重视学生的主

体性，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环境，

并借助有效的教学方法打造“角色翻转”的教学课堂。

二、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限制性因素

首先，教师的教学改革思想落后。时下，课堂改革东风正吹

遍教育界，不过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因其自身固有的育人思想限制，

不够重视教学改革以及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在教学中依旧结合自

己的主观意识开展相关教育活动，知识讲解也是他们主要的讲解

形式，随后让学生记忆、掌握相关知识。这一教学过程并未体现

学生的主体性，过于单一的教学方式很难提升学生兴趣，同时他

们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并不是很彻底，整体教学效果不佳，新时期

的教学目标也难以实现。其次，全新教学方式与高中语文教学的

融合不彻底。立足全新教育时代，一些语文教师积极顺应教育时

代的发展，也开始在教学中引入了信息技术、分层教学法、读写

结合等，不过因自身对多元化教学方式的理解不是很深入，导致

难以充分发挥这些教学方式的应用价值，课堂教学效果停滞不前，

且学生的能力也得不到提升。

三、新课改下运用全新教学方式打造高效课堂的措施

（一）运用读写结合，丰富阅读教学内涵

立足实际而言，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知能力，

他们可以通过阅读掌握文章的大致内容以及实质内涵，并可以结

合阅读素材的内容，进行续写、仿写。基于这一情况，高中语文

教师在教学中需要侧重学生读与写能力的综合培养，借助这一全

新的教学形式，让学生通过思考文章内容对后续内容进行想象。

高中阶段的语文教材中，一些文章作者故意在文章最后阶段留下

空白，给读者充分想象的空间，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想象故事的发展。

为此，教师需要重视教学素材的选择与把控，以此来培养学生综

合语文素养，进一步深化语文教学改革。

例如，在《祝福》一文的第二课时教学中，笔者借助读与写

的有效结合，开展以学生思考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本文第二课

时是在学生已经了解文章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让学生思考文章所

表达的内涵，并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在教学活动中，笔者首先

为学生介绍了倒叙的写作形式，并让他们初步把握“变与不变”

的人物形象。其次，在学生进一步了解小说内容的基础上，让学

生找到文章中的人物变化语句，并尝试分析一下祥林嫂的人物形

象。最后，笔者为学生讲解了小说中的社会背景，并为他们展示

这一情节：祥林嫂怒砍门槛，随后由学生自主思考这一情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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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并围绕这一探究性内容写一篇 500 字左右的议论文，

让学生做到客观评价。这样，借助全新的教学形式，学生的综合

语文能力得以提升，且新时期的教学目标也进一步实现，学生不

再拘束于传统教学形式的格局，他们会主动加入学习过程，教学

效果十分显著。

（二）借助信息化手段，打造良好学习环境

当前，信息化教学手段与教学的融合成为教学改革的重点，

而语文教师为了改善当前的教学现状，需要重视此种教学方式的

引入，并对其应用方法等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作为新时期衍生的

信息技术教学法，可以将教学内容直观化、具体化，通过精彩呈

现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参与主动性，使其主动加入学习过程，并

借助有效地引导，深化其知识理解，促进学生创新思想、逻辑思

维能力的提升。为此，为了顺应素质教育时代的发展，并满足学

生的能力发展需求，高中语文教师需要以信息化手段为抓手，立

足学生能力发展，打造融信息媒介的教学课堂。

例如，在《雨霖铃》一词教学中，为改善教学现状，并充分

调动学生的参与主动性，笔者在教学中运用了信息化教学法。首

先，笔者运用线上资源让引导学生了解本文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

的生平事迹，使学生可以体会作者与红颜知己离别时的凄苦之情，

深化学生对内容的理解与感知。其次，结合知识内涵让为学生播

放一则视频，其中内容包括诗词中所描绘的三幅画面，即寒蝉凄

切、对长亭晚、骤雨初停，借助情境让学生了解全文的感情基调，

为接下来的赏析教学做好充分保障。最后，围绕诗词内容，引导

学生进行赏析，让他们重点把握意象，透过长亭、烟波、残月等

意象的赏析，深刻体会词篇的语言美和婉约的风格。随后，组织

学生分析“大江东去”与“杨柳案”两者艺术表达效果，充分体

会宋词豪放派与婉约派的不同风格，进而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和

感知能力。这样，在全新教学方式的支持下，学生的能力得以提升，

新课改下的教学目标也进一步实现。

（三）围绕学生差异，落实组内探究

学生之间的差异同样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效果，高中语文教师

在教学中为了保证整体教学效果，并实现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发

展，可以围绕学生之间的差异，将学生合理分组，随后开展相关

的教学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小组合作下课堂教学顺利进行的又

一关键前提是教师分组的合理性，为此教师在开展小组合作下的

教学之前，需要将学生合理分组，以此来确保教学的有效性，并

实现学生语文素养综合发展的目标。分组需要结合学生的整体能

力，而不能单一地以学生的成绩作为评判标准，可以结合学生的

兴趣点、课堂参与主动性和学生的个人意愿，将其划分为 5 个左

右的学习“小分队”，进而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

例如，在《滕王阁序》一文教学中，笔者借助合作法开展了

有效的教学活动。本文是唐朝文学家王勃所作的骈文，其主要内

容从写洪州的地势到宴会，写出了滕王阁的壮丽，再从宴会引申

之人生遇合，表达对自身经历的感慨，最后写自己要自励志节。

全文段落有序，结构分明，既有骈俪藻饰，又蕴含典故与人生哲理。

在教学中，笔者在将学生合理分组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学习活动。

第一，成员互帮互助，结合文章的注释整理出每段的内大体内容。

学生通过分析，可以总结出第一段主要写洪州的地势雄伟、杰出

人才等；第二段和第三段写出了秋景中滕王阁的壮丽；第四段和

第五段则写出了宴会的盛况，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第六、七段

主要内容为自述，阐述自身的遭遇。第二，提出引导性问题，引

导学生深入了解文章内容，结合文章内容，笔者提出以下问题：

全文中作者的情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作者会出现情感上

的变化呢？请赏析佳句“落霞与……长天一色”这句话。小组成

员会通过“一帮一”“多帮一”等形式进行学习，教学效果十分

显著，且学生的能力也得以提升。

（四）完善教育评价，确保教育实效

在多元教学形式的支持下，教师需要在传统的教学评价上进

行丰富、完善，从多个角度、更深层次予以学生评价。首先，学

生的学习过程。在全新教学方式的支持下，课堂活动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参与积极性、对文章等的理

解程度等进行评价，帮助他们及时发展自身在学习中存在的不足，

做到查漏补缺。其次，学生的测验成绩。此项内容必不可少，能

够直观体现学生近期以来的学习情况。最后，教师围绕这些内容，

及时调整教学方向，以此来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并发挥这

些教学方式的应用价值。

四、结语

时下，素质教育呼吁广大教师在教学中重视学生实际体验，

需要运用有效的方式、丰富的内容使其主动加入学习过程，成为

课堂主体。结合相关的调查资料来看，一些高中语文教师为了保

证教学进度，在主观上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单一地凭借知识讲

解的方式让学生学习知识，随后以背诵的方式掌握之。学生面对

枯燥的知识和单一的形式，很难主动加入学习过程，导致教学实

效较差，新课改下的教学目标难以实现。基于这一情况，教师需

要转变自身的育人思想，侧重有效教学方式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从而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实现学生学科素养以及认知的多元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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