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2023 年  第 5 卷  第 8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教学探索

科学提升小学语文教育有效性的策略与实践
张春桃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实验小学　湖北　荆门　448200）

【摘　要】小学语文教学在基础教育中占据关键地位，但当前面临教学效率与质量的挑战。本文深入剖析

教学现状，包括理念应用偏差、多媒体依赖、资源拓展失当和阅读教学僵化等问题。进而提出应秉持科学理念，

优化教学方法，如精准运用多媒体、合理拓展课程资源、活化阅读训练，并通过鼓励学生参与、小组合作、重

视预习和精心设计提问等策略，提升教学有效性，为学生语文素养发展筑牢基础，推动小学语文教学的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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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的基石，对学生语言能力发

展、思维塑造和文化素养培育起着关键作用。在素质

教育不断深化和课程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小学语

文教学的目标与方式面临着深刻变革。然而，当前小

学语文教学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

学有效性的达成。如何科学提升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

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这不仅关系到学生语文素

养的提升，也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适应未来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目前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教学理念转变不彻底，教学方法失衡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新型教学模式不断涌现。

部分教师对新课标理念理解不深，在借鉴先进教学模

式时，未能把握其精髓。如在一些语文课堂上，教师

为体现学生主体地位，过度减少讲授时间，从传统的 

“满堂灌” 走向另一个极端 “满堂转”。以古诗教

学为例，教师不再详细讲解字词、意境等基础知识，

学生难以理解诗歌深层内涵，无法体会古典文学之美。

这种失衡的教学方法，忽视了教师在知识传授、引导

启发方面的关键作用，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佳，课堂

收获甚微。

2.2 多媒体运用不当，喧宾夺主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虽具有重要辅助作用，但部

分教师过度依赖。在课件制作上，过于追求形式，忽

视教学内容本质。例如在《桂林山水》教学中，整堂

课充斥着大量桂林山水的图片和视频，学生视觉上得

到满足，却未能深入理解课文语言的精妙、结构的严

谨以及作者寄托的情感。教师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多媒

体展示上，学生缺乏对文字的深度思考与感悟，语文

教学变成了单纯的视觉欣赏课，偏离了语言教学的核

心目标，多媒体的辅助功能反而削弱了教学效果。

2.3 课程资源拓展过度，偏离文本核心

文本拓展是丰富语文教学的手段之一，但部分教

师在实践中过度拓展，脱离文本主旨。在《背影》教

学中，有的教师花费大量时间探讨现代社会亲子关系，

忽略了对文本中父子间细腻情感的剖析，未能引导学

生从文本细节中体会亲情的深沉与复杂。这种舍本逐

末的做法，使学生无法深入理解教材文本的核心价值，

语文课堂失去了应有的语文味，教学重点发生偏移，

影响了学生对语文知识和情感的准确把握。

2.4 阅读教学机械，缺乏深度理解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但部分教师教

学方法机械。在说明文教学中，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

如说明方法、顺序等知识点的简单传授。以《松鼠》

教学为例，教师只是生硬地讲解说明方法，而未引导

学生感受这些方法如何生动地刻画松鼠形象，学生难

以将知识内化为阅读能力，阅读兴趣和语感培养受到

抑制。这种机械化的阅读训练，违背了阅读教学的规律，

无法激发学生主动阅读的兴趣，难以提高学生的阅读

理解和感悟能力。

3 科学提升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的策略

3.1 深入领会教学理念，优化教学方法

教师应深入学习新课标理念，明确学生主体地位

与教师主导作用的关系。在教学实践中，依据教学目

标和学生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在

教授《富饶的西沙群岛》时，教师可在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的基础上，适时进行讲解和总结。课前让学生收

集西沙群岛资料，课上组织学生分享交流，针对学生

理解困难的地方，如描写海底生物的段落，教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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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修辞手法的运用及表达效果，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语言的优美与生动，提升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和运

用能力。

3.2 合理运用多媒体，助力语文教学

教师应正确认识多媒体的辅助地位，使其服务于

教学目标。在课件制作和使用中，注重内容与形式的

统一。以《翠鸟》教学为例，教师可选取少量高清翠

鸟图片或简短视频，用于辅助学生理解翠鸟外形特点，

如翠鸟鲜艳的羽毛、小巧的身体等。但重点应放在引

导学生通过阅读课文文字，体会作者对翠鸟动作、神

态描写的精妙之处，如 “翠鸟蹬开苇秆，像箭一样飞

过去”，让学生感受语言的生动形象，培养学生的文

字理解和想象能力，使多媒体成为语文教学的有力助

手，而非教学的核心。

3.3 适度拓展课程资源，紧扣文本内涵

教师在进行课程资源拓展时，应以教材文本为核

心，适度延伸。在完成《草船借箭》课文教学后，教

师可引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中相关章节，拓展学

生对故事背景、人物形象的理解，但拓展内容应紧密

围绕课文主题，加深学生对诸葛亮神机妙算、周瑜心

胸狭窄等人物特点的认识，以及对故事中智谋策略的

领悟。这样的拓展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不偏离文本

主旨，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涵，提高语文素养。

3.4 活化阅读教学，培养阅读能力

教师应遵循阅读教学规律，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在教授《卖火柴的小女孩》时，

教师可先引导学生整体感知故事内容，然后提出问题，

如 “小女孩每次擦燃火柴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看到

这些？” 让学生带着问题深入阅读，分析理解。同时，

组织课堂讨论，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如

对小女孩悲惨命运的同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等。此

外，教师还可推荐相关阅读材料，如安徒生的其他童

话故事，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和能力，

让学生在阅读中感受文学魅力，提高语文综合素养。

3.5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营造良好氛围

教师要转变角色，与学生平等相处，尊重学生个

性差异。在课堂上，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大胆发言，

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在《司马光》教学中，教师引导

学生讨论救人方法，学生提出不同想法，教师给予肯

定和鼓励，并引导学生对比不同方法，体会司马光砸

缸的机智。当学生理解有误时，教师耐心引导，保护

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通过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

主人。

3.6 组织小组合作学习，促进全面发展

小组合作学习能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应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合理分组，确保小组内成员优势互

补。在《落花生》教学中，教师提出问题，如 “花生

的品质有哪些？我们应该向花生学习什么？” 学生分

组讨论，每个成员积极参与，分享自己的观点。在讨

论过程中，学生学会倾听他人意见，提高合作能力和

表达能力，同时从不同角度理解课文内容，如花生朴

实无华、默默奉献的品质。教师在小组合作中要加强

引导，及时解决问题，确保合作学习效果。

3.7 强化预习指导，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预习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环节，教师应重视预习方

法指导。根据不同年级和教学内容，设计有针对性的

预习题。如在预习《桂林山水》时，可设计 “桂林山

水有哪些特点？作者是如何描写的？” 等问题，引导

学生边读边思考，圈点批注。预习检查时，关注学生

个体差异，对预习效果好的学生给予表扬并提供拓展

任务，如让他们模仿课文描写手法写一篇家乡景色短

文；对预习困难的学生，教师给予辅导，帮助他们完

成基本预习任务。长期坚持，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8 精心设计课堂提问，引导思维发展

课堂提问是启发学生思维的重要手段。教师应根

据教学内容和学生认知规律，设计不同层次、类型的

问题。在揭题时，如《日月潭》教学，提问 “看到课

题，你想知道日月潭的哪些方面？” 激发学生好奇心

和求知欲。初读课文时，通过 “日月潭在什么地方？

它的景色如何？” 等问题帮助学生理清文章脉络。细

读课文阶段，提问 “日月潭不同时间景色有什么变化？

作者是怎样描写这些变化的？”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

文内容和写作方法，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深刻性

和创造性。

4 结论

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的提升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

工程。教师需深刻反思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准确

把握新课标理念，将科学的教学策略贯穿于教学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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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过优化教学方法、合理运用教学资源、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等多方面努力，引导学生深入理

解和感悟语文知识，全面提升语文综合素养。只有如

此，小学语文教学才能在素质教育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

实的语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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