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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下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需要教师解决原有教学理念下教学活动开展存在的现实困境。无论是教学目标的

确立还是教学策略的实施，都需要教师以发挥学生群体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导向。本文从教学环境、教学

策略、教学组织形式以及教学评价体系等多个维度探究如何基于新课标构建高效语文教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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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fficient language classrooms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teachers to solve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teach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original teaching concept. Whether it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ing goals 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strategies, teachers need to exert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student group and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build an efficient language teaching classroom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teaching environment, teaching strategy,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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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课程改革进程的持续发展，新时代下语文教学

活动的开展需要重视学生专业素养以及实践技能。教师

应当一改原有单一机械式的教育方式，关注学生学习能

力变换情况，才能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通

过分析高效语文课堂构建策略有利于推动我国教育现

代化发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一、新课标背景下高效语文课堂内在机理

近些年随着我国教育理念的不断改革，新时代下为

解决传统教学活动存在的现实困境，高效语文课堂这一

概念应运而生。高效语文课堂的高效主要体现在教学效

果、教学效率以及教学效用这三个方面[1]。

以效果为例，教师在日常教学期间，需要确保学生

能够有效理解教师所讲的语文知识。如理解古诗词中当

时历史时期民众的心路历程或作者的感悟。学生需要不

断内化课堂所学知识深度剖析，课堂知识与其他语文知

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如若遇到重难点问题，学生则需要

从多个维度探究解题方法，以此不断培养自身问题解决

能力[2]。此外，教师还需保障学生能够做到学以致用，

结合某一语文知识进行举一反三，通过习题训练以及合

作探究等多种方式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解。总体来讲，要

想发挥高效语文课堂显著的教学效果，需要教师从教学

策略、教学管理体系、教学评价机制等多个维度进行优

化[3]。

以效率为例，效率是指学生学习的效率，也是高效

课堂教学开展实情的反馈。在实际教学期间，教师需要

结合学生群体个体差异性为其开展分层次针对性的教

学活动，帮助每一位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本次课重

难点问题，并明确后续学习路径。教师需要学生在各项

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能够有充足的学习兴趣以及内驱

力，尽可能地避免学生出现溜号或者与课堂无关的活动
[4]。此外，教师还需与学生构建科学合理的沟通桥梁，

才能够将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群体实际学情，并从多个维

度理解每位学生学习能力变化情况。因此要想充分发挥

高效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需要教师遵循以人为本教育

理念，并利用信息技术等多种教学手段，为学生营造良

好的教学氛围，才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群体的主观能动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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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效用为例，新课标下语文教学活动开展方向不仅

取决于学生专业素养的培养，还需要促进学生人生观价

值观的形成，帮助学生养成个人发展必备的品格和能力。

如学生在阅读写作期间需要锻炼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及

创新思维能力。学习古诗词期间，需要了解我国古代名

人身上的优秀品德，并将其作为个人发展的重要方向，

以此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并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提高学生文化自信。总体来讲，新课标下高效语文课堂

教学效用的体现需要教师从宏观角度出发，以培养学生

综合能力为主，而不是只注重于学生语文学科成绩的变

化[6]。

二、高效语文课堂构建原则

2.1 创立构建主义学习环境

我国语文传统教育活动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

教师过于突出自身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要求每位

学生严格遵循教师落实的各项教学要求，完成相关学习

活动。虽然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有效提高教学进度、为学

生明确学习方向。但从实际教学角度来看，学生群体具

有较强的个体差异性，每位学生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倘

若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被教师要求在短时间内理解古

诗词相关段落，将难以确保学生能够预期完成[7]。

新课标背景下高效语文课堂的构建需要教师为学

生营造构建主义学习环境。如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独立思

考，结合自身已有知识结构以及学习能力，总结各种语

文知识点。教师需要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引导者，而不

是主导者，强调学生需要独立自主完成学习活动，才能

够有效促进学生将已有知识和所学的新知识联系起来，

在脑海中构建思维导图[8]。

需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教师还需结合语文知识类型

以及内在特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如语文教学中拥

有众多题型不同题型的要求各不相同，教师需要引导学

生利用不同的原理来求解或要求学生构建学习小组共

同完成对某一习题的解答。在此期间，教师需要着重观

察每位学生学习动机以及学习行为，通过上述方式了解

学生实际学情[9]。

2.2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高效语文课堂的构建需要师生共同配合，教师应当

引导学生积极探索知识，学生则需要认真听讲，才能有

效发挥自主学习能力。在实际教学期间，教师需要求学

生利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将教学正能点问题勾勒出来，

并试图自己寻找解决方案。教师还需要根据当前教学进

展灵活调整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目标，确保预期教学质量。

学生也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学习策略，并安

排好学习时间[10]。

2.3 多元化措施激发学生强烈学习意愿

高效语文教学课堂需要教师在学习期间拥有强烈

的学习意愿，为达成这一目标，教师需要采取多元化措

施为学生构建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如对于古诗词等较

为生涩的语文知识，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为学生播

放动画片，引导学生结合视觉听觉等多感观协同学习，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也可采取社会调研或者户外

活动等方式，要求学生探究语文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体

现，以此从多个维度理解语文知识的内涵。总体来讲，

教师需要改变原有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应用新型教学

技术以及教学策略为高效课堂构建打好基础。

2.4 引导学生开展合作探究式学习

合作探究式学习是近些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新

兴教学方式。合作探究式学习的关键在于教师需要根据

每位学生实际学情，将学习能力相近的学生组建成为学

习小组，并为每一个学习小组提供环节众多具有挑战性

的学习目标。此时教师需要每个小组选出组长记录员以

及普通组员，每个组员都需要明确自身学习职责，利用

教材或互联网平台搜寻教学资源，通过加工整合的方式

与其他组员进行思维碰撞。最终由组长或记录员将小组

学习成果汇报给广大师生。在此期间，教师能够引导学

生在思维碰撞过程中学习他人优秀的学习习惯以及对

语文知识的独特理解，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合作探究能

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促进学生学科综合素养的培养。

三、高效语文课堂构建策略

3.1 教师引导，提高学习兴趣

教师引导是指课前导入，课前导入分为导入和导学

两个环节。导入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开展前，需要利用

优美的语言或者学生感兴趣的素材介绍本次课，或通过

提问的方式帮助学生巩固上次课的知识点，进而引出本

次课。导入期间，教师需要简洁明了的介绍本次课涉及

到的语文知识点以及重难点问题。

导学是指教师需要采取多元化措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引导学生认真研读教材文本。以雨巷为例，教

师可在教学活动开展前，利用互联网平台为学生播放南

方城镇巷子的样貌以及油纸伞的图片。精美的视频资源

或图文资源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沉浸在雨巷

的美景当中。此时教师不应直接进入正式教学环节，而

是需要为学生讲解关于雨巷作者戴望舒的生平经历，并

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戴望舒的诗歌，引导学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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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走入诗歌感受诗歌中的美才能够加深学生与诗歌

作者之间的内心情感交流。

教学导学的开展需要教师借助教学提纲或者导学

案辅助完成。导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引导部分学习能力较

差的学生，明确自身学习方向，引导学习能力较强的学

生，拓宽自身学习渠道。在教学活动开展前，教师需要

将导学案发放给学生，并在导学案中体现出分层教学策

略，如针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分别需要为其提高可

行的学习策略。以鸿门宴为例，教师可在导学案中要求

学生利用多种方法深入理解项羽以及刘邦两位人物的

性格特点。对于学困生，教师可要求学生认真研读课文，

基于故事情节找出性格特点即可。对于优等生，教师可

引导学生从宏观角度出发，深入探究樊哙会不会出现喧

宾夺主。

3.2 学生深思，引导自主学习

学生深思体现在学生需要深入思考学习内容，在实

际教学期间，教师需引导学生边阅读课本文章边看导学

案提纲，并尝试完成导学案的例题。在此期间，学生可

结合自身已有知识结构，对自己难以完成的习题提出疑

问，并在自学期间探究解决策略。教师需要要求学生始

终带着问题去学习，只有努力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才

能够提高自身学习能力。

以荷塘月色为例，教师需引导学生探究作者写了荷

塘哪些景物，这些景物的特点，以及在描述这些景物时，

用到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学生完成上述基础学习目

标后，教师还需引导学生结合文章段落结构探究作者情

感变化，以及为什么作者需要在结尾处写与古人采莲有

关的诗词。此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通过相互讨论的方

式找出答案，并重点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动机，以此

确保预期教学质量。

3.3 合作学习，激发探究灵感

合作学习的落实需要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小组讨论

的方式解决导学案中预设的问题。学生一边需要认真预

习课文，另一边需要加强与组员之间的合作力度，循序

渐进地解决各种学习问题，并展示出自己的学习成果，

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以兰亭集序为例，教师要求学生理解文章脉络后，

便可以学习小组的方式要求学生对特殊句式进行掌握。

如学生需要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理解会于会稽山阴之

兰亭、引以为流觞曲水含义。教师需要及时对每个学习

小组总结的学习观点以及学习成果进行纠正于点评要

求学生完成上数目标后对所有知识点进行梳理。需注意

的是，倘若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对于流觞曲水的情景存

在认知偏差，教师应当暂停后续教学环节，并借助其他

学习小组优秀的学习策略帮助学生解决自身问题。

3.4 激情展示，培养质疑能力

展示环节能够帮助学生解决自身现存的学习问题。

展示环节开展过程中，每位学生可能都会提出各种疑难

知识点，此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通过沟通协作的方式，

将每位学生存在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汇总。学生既可以采

取口头表述，又可以以书面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此

期间，每位学生都应试图为对方解决现存的学习问题，

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质疑能力，倘若结果正确，

教师还需适当鼓励或表扬学生的学习成果。

3.5 点评精讲，总结课堂知识

新课标下为进一步构建高效语文课堂，教师需要在

教学评价环节中采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双结合

的方式。以兰亭集序为例，教学活动结束前，教师要求

学生对古代习俗流觞曲水的背景进行概括。此时教师需

要重点关注学生在解决问题期间的学习动机，如学生是

否能够真正领悟题干或利用可行的教学策略解决学习

问题。教师不应仅关注学生最终学习答案，避免对学生

产生不客观评价。

此外，教师还可点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凝练学习

策略。如教师可从文中情感变化角度出发引导学生观察

兰亭集序中作者表达时光飞逝、人生短暂的心路历程。

以此拓宽学生的学习思路，帮助学生从多个维度理解语

文知识。

3.6 检测反馈，检验学习效果

检测环节的开展需要教师从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

技能两个方面进行设计。以理论基础知识为例，教师可

利用在线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辅助教育资源，要求每位

学生利用互联网平台完成相关学习内容，教师则可利用

后台系统观察每位学生知识掌握情况、作业完成进度等

多个方面的学习行为，以便调整后续教学策略。

以实践技能为例，教师需要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结合语文知识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通过社会

调研或社会实践的方式感悟语文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

体现。以田忌赛马为例，学生可借鉴田忌独特的赛马策

略并将其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如学生可与其他伙伴在日

常生活中开展趣味性比赛，学生便可借助田忌的策略赢

得比赛，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课文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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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下语文教师需要采取多元化措施，

解决原有教学活动存在的各种教学问题。遵循以人为本

教育理念、与学生群体构建科学合理的沟通桥梁，才能

够确保教学内容匹配学生实际学情以及认知思维发展

规律。进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学生扎

实的语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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