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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下做好语文课堂教学的“加法” 
王晓丽 

（山西省孝义市府西街小学  032300） 

摘要：“双减”政策是国家对教育体系和国家教育现状的改革，这种改革可以加深学生的“主人翁”形象，让学生积极主动的
自我发展。但是在有效实施“双减”政策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提升课堂效率，实行语文课堂教学的“加法”。基于此，本文以“双减”
之下做好语文课堂教学的“加法”为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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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双减”政策是 2021 年 9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施。双减的目的

是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通过减少学生学习的时间、作业的数量，

使学生真正的从学业中解放出来。这就意味着老师在有限的课堂中

尽可能的提升课堂效率，实现语文课堂在减“时”减“量”的情况

下不减“质”，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实现自我的突破。 

1.“双减”之下做好语文课堂教学的“加法”的具体措施 
1.1 把握课本的具体内容和教材特征，突出讲授课堂重难点 

1.1.1 依据单元相关题目，总结各单元的重难点 

统编教材的设计以“人文关怀”与“语文要素”为原则，小学

语文在培养学生的能力采取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方法，不同阶段

的学生培养能力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每个单元的侧重点也不尽相

同，这就要求老师依据单元相关题目，总结各单元的重难点，以此

来展开教学，实现语文教学的“加法”。例如五年级上册一单元中

围绕“阅读要有一定速度”来展开课文内容的布置，老师在教授时

也应当根据教程的参差安排来介绍阅读的方法，让学生在具体的文

章中实践相关方法。 

1.1.2 设计学案问题，掌握学生情况，深入解答 

学案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让老师掌握学生的具体情况，并根据学

生的真实情况开展教学任务。因此老师在设计语文学案时应当以课

标为导向进行设计。例如在学习《冀中的地道战》这一课时，老师

可以通过设计预习导学案让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老师在设计该导学

案时可以“同学们，你们知道地道战吗”“地道战发生在什么时期”

“地道战是谁提出的”为开始引起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兴趣。在课文

讲解结束后，老师可以设计检测导学案，该导学案可依据课后习题

来设计，以此来巩固学生的学习内容，增强学生对于课文的理解和

记忆，提升可以效率。 

1.1.3 简化授课语言，简洁深入讲述课本内容 

“双减”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时间整体减少，那么学

生的学习效果想要与原来相同，就要老师提高每节课的讲课效率，

突出课堂重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能提高整体课堂效果。因此老

师在备课过程中不断凝炼自己的语言，使自己在课堂上的授课语言

浅显易懂、层次分明，较少不必要内容或者过于简单的内容的重复

叙述。 

1.2 学生小组合作探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2.1 依据学生情况，科学全面组建学习小组 

科学分组是简化学习内容，提升课堂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老

师在进行分组时应当依据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分组，使小组内部合

作发展，小组之间良性竞争。例如老师在分组时可以采取“优等带

后进”“优势互补、资源合理分配”的原则，每小组 4～6 人，一般

优等生、中等生、后进生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这样就可以组内同时

进行帮扶和良性竞争。 

1.2.2 根据学科情况，规范学生的合作探究流程 

语文学科的特点是基础性、思想性。因此老师要注重学生语言

能力的表达，老师在设计探究流程时就应当以此为原则进行设计。

例如老师在进行口语交际时，老师可以采取以下流程：（1）小组围

成一圈，组内每个人进行发言（2）组内讨论之后形成一定的共识

（3）确认小组的代表人物以及展示形式（4）班级内部进行展示 

1.3 优化作业内容，分层布置作业 

1.3.1 减少机械化作业，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学相关能力 

语文学科作业布置时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让学生进行大量的

机械的抄写，以此来让学生对文字、词语进行记忆，但这种作业布

置的方法只单单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并没有得到较良好的学习

效果，因此老师在作业布置时尽快能减少机械化作业，注重培养学

生的学习能力。例如老师可以布置一些阅读题，让学生根据文章内

容回答相关问题。 

1.3.2 自主分层设计作业，培养学生的兴趣，提升学生个性化 

学生的分层应当依据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分层，如学生的基础

知识积累量、学习习惯、个人的薄弱环节等进行分层，老师一般可

以在班级内分成四层，即优等层、良好层、基础层、薄弱层，老师

在布置作业时也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薄弱点来布置，优等层注重能

力的培养，知识的拔尖，薄弱层注重基础知识的记忆和掌握等总体

原则。只有老师采取分层原则才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作业的书写，

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查漏补缺，个性发展。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实施“双减”政策时应当注重课堂的整体学习效

率，在减时减量的背景下实现语文课堂的“加法”。把握课本的具

体内容和教材特征，突出讲授课堂重难点；学生小组合作探究，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优化作业内容，分层布置作业等都是老师提升

课堂效率，实现课堂教学“加法”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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