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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式探究 
龙梅 

(内蒙古二连浩特第一中学  011100) 

摘要：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普遍现象是进度赶、耗时多、收效低，并且，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学习压力大。对于这些问题，语

文教师如果不能走出传统教学模式的桎梏，将很难打开思维，寻找到突破的方向。基于此，本文就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讲具体谈谈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如何改革优化，如何提高教学效率，如何发展教学兴趣，如何借助新的模式来为沉寂的教育体系赋能改造，实现

语文课堂教学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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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教学的有效性，不仅仅体现在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和技能

方面上，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学生学会了什么方法，学生对语文

有没有兴趣，学习省的学习态度等等方面，以及学生对于语文学习

的意义的认知等方面。总的来说，素养与能力更是在知识和技能的

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探索，也是初中语文教学必须要与时俱进的方

向。 

一、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 

由于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初中语文教学一张纸以来都比较

注重基础知识的积累阅读学习，课堂教学面面俱到，题海战术屡禁

不止，不仅负担重，压力大，效果反而不太明显。新的素质教育理

念指导下，要求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建构，注重学生的学习主

体性。对此，初中语文教学应该通过“教”来渗透“学”，改进教

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各项语言、情感、鉴赏、思维等的能力，

减负提效，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理念，实现核心素养培养目标。 

具体来说，改革教学方法，并不一定是完全抛弃旧的教学模式，

而是以新的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去优化改进传统教学模

式，健全完善新的灵活高效的教学体系，实施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案。

对此，教师要做到教学有的放矢，注重课前自主预习、课堂自主学

习（探索学习、合作学习……）、课后自主复习提升等的发展。而

在新的教育体系下，教师等的作用是点拨和引导。基础知识的学习、

背景的资料搜集、课文主旨的分析、课后作业的评价等都尽量让学

生自主完成。例如对于生字词的学习、文言文翻译等基础，让学生

课前做好预习，提前自己通过网络或者参考书搜集资料，了解课文

背景。课堂上，教师要做的是检查学生的预习成果，如让学生来分

享翻译、让学生来给其它学生介绍背景…… 

二、营造良好课堂气氛，培养合作探究精神 

课堂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之间产生作用的

一个活动，语文教师是营造课堂氛围的主要角色，借助教师精湛的

艺术手法，引导学生配合，构建一个寓教于乐的教学情境。在良好

的教学情境的烘托下，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被掉调动起来，积极

的参与课堂互动，或者小组讨论，或者合作探究学习，或者与教师

积极互动。通过互动，让学生在参与中深入理解课文的内涵，在多

向思维碰撞中产生思想的启发和融合，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教学《马说》，就千里马和伯乐的角色，到底是“千里

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还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学生可

以就这个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可以小组讨论，最终形成一个结论，

甚至还可以联合起来，分成正反双方，各执一词，展开辩论会，在

合作、辩证的思维碰撞中，对课文产生更深刻的见解。 

三、运用信息技术，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一个探索未知世界、了解未知领域的最初始的动力，是

人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原始动力。一旦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对

某一个事物产生兴趣，那么其就会自己积极主动去探索，去了解，

去发现，去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这也是很多游戏、玩具等

吸引孩子的“点”。有了兴趣，外界的督促、阻碍等都不成为影响

因素了。因此，在初中语文学习中，教师要想方设法，让学生对语

文感兴趣，继而达到提高学习积极性等的目的。 

那，如何让学生感兴趣呢？从心理特征发展来看，初中生处于

青春期，好奇心重，求新求异心理突出，喜欢追星、盲盒等一些新

鲜潮流、未知神秘、八卦有趣的事物。其实，仔细对照初中语文教

材，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都可以挖掘的元素。例如近年来大火的故

宫文创，糅合热门的汉服、汉元素等流行元素，能够大大的激发初

中学生了解学习《故宫博物院》一课的兴趣。带着兴趣，走进故宫

博物院。甚至，教师还可以将自己的身边包装成一名“导游”，带

领学生来一趟故宫博物院游玩之旅，一边走，一边看，感受故宫博

物院雕梁画栋、楼阁殿宇的宏伟。 

四、充分体验成功，感受学习乐趣 

成功和表扬是每个人内心的欲望。对学生来说，学习成绩提高、

学习成果被肯定、被认可，会给学生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反之，

学生则会兴致索然，表现平平。成功，就像是给予学生前进动力的

兴奋剂，提高学生的兴趣，强化学生的欲望，激励学生进步，让学

生切实的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对此，在语文教学中，当学生的学习

有进步，或者课堂表现很好的时候，教师一定不要吝于夸奖，如学

生的作文写得好，教师可以将其作为范文全班传阅，还可以作为案

例课上重点分享，让学生看到自己的成绩，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认

识到自己的优势，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在认可和肯定中获得强

烈的刺激。 

五、结束语 

总之，初中语文教学必须要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结合素质教

育和应试教育要求，统筹规划教学方案，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教学

手段，达到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成果，并落实素质教育理念

的要求，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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