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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如何在"新"中求效 
向利 

（重庆市彭水县民族中学   重庆 彭水 4096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措施的深入落实，新课标对语文的教学目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语文课堂逐渐对学生的自主探究

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的培养越来越重视，不仅要求学生能够明确的完成学习目标，同时也要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近年来，

随着我国的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将多元化教学模式应用到语文的教学课堂当中，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抽象语文知识具体形象

化，而且也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理解能力和语文基础知识的应用能力，也能够让学生对知识网络进行构建，从而提高学生

学习语文的逻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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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语文是学生基本语文素养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学生进一步

的知识学习具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在大数据背景下,在高中语文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的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与发展，根据当前时代

背景下学生的基本发展规律，制定出更加符合学生当前对知识的理

解与认知，制定出全新的教学方法，可以更好的在高中语文教学过

程中对学生做出相应的引导和教育，使大数据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

效率逐渐提升。 

一、高中语文教学的现状分析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背景下，教师在语文课堂上只进行教材知识

的讲解与练习，没有合理的根据核心素养对学生进行基本能力的培

养，不利于学生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念，无法为进

一步的学习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无法发挥学生的创造性能力，

对微课在高中语文课堂上的运用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在应试

教育的思想观念束缚下，大多数教师往往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仅仅

针对考试的重点知识进行讲解与训练，许多的知识因不是常用考点

往往被教师忽略，学生也只能跟随教师的讲课节奏，对这部分知识

涉猎较少，极大地阻碍了学生的基本知识的扩充，无法有效地拓宽

学生的视野，还会使高中语文课堂学习变得任务化，学生也会逐渐

的丧失学习的积极性[1]。 

二、高中语文在"新"中求效的策略分析 

（一）合理的运用赏识教育，创设相应的教学情境 

兴趣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但是许多学生都未能有效地发现

自身的兴趣爱好，但往往会因为他人的一句称赞与表扬，使得自己

逐渐发现学习的乐趣，不断地发展自身的特长。因此，新课改背景

下，教师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合理的为学生创设表扬

的情景，同时，教师应该结合不同层次学生地基础与能力，合理的

对学生进行相关的问题引导，例如在学习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

中第二单元“蜀道难”相关知识内容时，此篇文章生字较多，背诵

起来较为困难，所以教师应该采取分层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引导

与要求。在背诵检查过程中，对于基础性较差的学生而言，即使背

诵的磕磕绊绊，教师也要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表扬与赞赏，充分保护

这部分学生的自尊心，还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例如教师

可以对学生进行有效地表扬：“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努力加油

哦！”这样一来，这部分学生会在教师的表扬中重拾自信，能够在

接下来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能够主动的进行学习与认知，不仅对学

生的学习与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对高中语文教学效率的提升也有

着深远的意义[2]。 

（二）基于少教多学理念，合理运用体验式教学模式 

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教师授

课计划与教学模式的选择都会对学生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

教师应该基于少教多学的理念，积极地优化自身的教学思维，不断

创新教学方式，合理的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运用体验式学习模

式。教师应该为学生创设体验式教学的情境,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引导

和教育，使得学生通过体验式教学模式的熏陶，逐渐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对课堂知识进行自主的学习与创新。唯有如此，才能够将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推向更高的层次，才可以将体验式学习模

式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3]。比如在学习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五梳理探

究中《文言词语和就句式》相关课文内容时，教师可以积极地运用

开放式教学模式，合理的为学生创设体验式教学情境，然后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教学模式，使学生之间互相结合，以小

组的方式在讲台上与同学和教师进行分享，总结出小组合作学习的

结果。这样一来，学生不仅能够深入地对相关知识进行总结，在课

堂上学生之间也会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不断地活跃课堂教学的氛

围，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可以更好的认知教材中所出

现的相关内容，有助于学生对教材内容进行理解性记忆与背诵，极

大地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效率，还会有效地吸引性学生地学习兴趣。

同时也会极大的提升少教多学背景下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极

大的发挥了体验式学习模式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优势,对学生自我

的成长与发展也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4]。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践行，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已经逐

渐走入大数据时代。所以,教师在大数据背景下,应该合理的借助现

代先进的教育技术,积极的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学习意识,不断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通过网络自主学习，

不断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同时还能为大数据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学

方法的创新指明全新的方向，最终会极大地提升高中语文教学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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