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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课标发生了新的大变革，各个方面也越来越重视对学生们进行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学生自

身需要形成自己的想法。这就说明，教师的想法并不能够代表学生的思想，所以教师需要重视学生的地位，

使学生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自主能力，从而以学生的具体情况再做出相应的指导。与此同时，也强调了学

生在学习中居于主体地位。所以，教师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要运用一些适当的方法，让学生学会自主

的进行学习、探索知识，这一观念放在高中语文的课堂上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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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师在给学生们开展课程的时候，对学生

自身进行主体意识的培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迫切任务，

并且这一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需要语文教师正确

的认识到自身在课堂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学生的位置，进
行一个有效的转化，与此同时，还需要让学生们在学习

的时候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自主能动性。从而让这一任

务的顺利开展得到保障，如此一来，可以对学生自身的
主体意识进行很好的培养，还能够使得语文课堂的效率

以及教学的质量得到良好的提升。 

1  什么是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简单的来说就是其中包含着三个方面：

主体性、能动性以及创造性。主体性指的就是要做自己
的主人，自己本身的行为方面或者想法都由自己决定。

人本身具备主观能动性，说的就是人在做事的时候行为

是通过自身的自主意识来决定的，当别的因素发生了一
些变化的时候，人自身就会随之做出一些应对的行为。

还有，人自身还要具备创造性以及善于创新的意识，课

标的新变革其中明确的指出不能忽略对学生自身创造力
的培养，这也就说明人要做自己的主人，而创造这一特

点也就是主体的开拓。 

2  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主体意识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课标的新变革其中指出了新的要求，语文教师在给
学生们上课的时候需要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培养，

换一种说法就是要让学生自身建立主体的意识。但是，

语文教师在真正实施的时候，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
问题。 

2.1  教学过程中过于片面 
语文教师在给学生们授课的时候，语文课本中的内

容对学生们来说相对不易理解。所以，语文教师往往就

会在课堂中引入多媒体这一技术，运用课件或者短视频

等等的方法让学生们进行学习。但是，并不是课本当中
的所有学习内容都可以让学生们通过多媒体这一技术去

学习的。如一些尤为优美的文言文，语文教师如果只是

去依赖多媒体去进行讲课，学生的关注点也只是多媒体，
那么文中所表达的情感都会被忽略掉，学生们很难去深

切的感受到作者在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尽管语文教
师在课堂上引入了多媒体进行教学，对以前的教学方法

进行了一些改善，但是对多媒体这一技术过度的运用，

就导致课堂变得过于片面化。学生就很难去感受到文言
文、古诗词中的意境，学生也就很难去明白中国文化的

源远流长，这些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2.2  学生处于被动地位 
在语文的课堂上，虽然看起来是学生在课堂上占据

着主体的地位，但学生仍然处于一种被动的学习状态，

这个情况在高中的语文课堂上是迟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的。语文教师想让学生们充分的显现出自身在课堂上占

据着主导，就需要让学生们在上课的时候充分的发挥出

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对学生们经常问一些引导方面的问
题。而问题提问过程就使得学生一直在受教师方面的影

响，而不能建立自己的思想。因此，这就出现了一种状

况，学生占据着主导只是表象，还是教师真正的在课堂
上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一味地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灌

输，不注重学生们的想法。 

3  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自身的主体意
识 

要想让学生自身有效的树立主体的意识，语文教师
就需要从对学生自身主体能动性培养着手，再结合语文

教师自身的正确思想以及新的教学方法，从而在真正的

开展语文课堂的时候，学生能够真正的树立主体意识的
思想。如此一来，就能使得这一工作得到顺利的开展。 

3.1  拉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 
在高中的这一学习时期，学生们的身心都还处在正

在发展的阶段。因此，语文教师需要对学生们进行一个

详细的了解，从而运用恰当的方式和学生们多多交流，

不只是在学习这一方面，还可以是日常生活中问题的交
流。语文教师在给学生们授课的时候，多多和学生们沟

通、交流，试着和学生们做朋友，对于学生遇到的难题

进行及时的引导。这和以往相比来说，学生可以充分的
感受到学习带给自身的快乐，这种情感能够帮助学生树

立主体的思想，愿意发自内心的去学习语文知识内容。 
比如，学生们在学习《故都得秋》这篇课文的时候，

在课堂一开始，先让学生们自己去通读一遍课文，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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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这篇文章的段落结构，以及给自身带来的初步感受

是什么。接着，语文教师给学生们提几个问题，如这篇
文章作者想要表达怎样的感情？运用了怎样的写作手

法？引导学生再去仔细的阅读一遍文章，思考教师所提

出的几个问题。语文教师还可以让学生们通过小组的形
式去进行讨论、探究，让学生们在小组里面各抒己见，

再互相学习，教师可以适当的介入。还有，这篇文章的

主旨主要就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语文教师可以在课堂
上给学生们讲讲自己的家乡，简单说说家乡都有什么特

色，还可以让学生们进行介绍自己的家乡。如此一来，

通过这样的上课方法，能够让学生自身发挥出自主学习
的意识，还能够在小组里面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主动

对问题进行思考。并且，语文教师还能够有效的拉进和

学生之间的关系，学生会更愿意主动的去学习知识，培
养学生主体意识这一工作也能够得到顺利的进行。 

3.2  教师自身需要树立正确观念 
课标发生了新的改变之后，语文教师需要及时的更

正自身的思想，树立正确的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的思想。

在真正的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要以学生们为主体，并

且要让学生们感受到被教师重视的感觉，从而清楚地认
识到自身在学习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自身的责任。

让学生能够自愿的、主动的去参与语文课堂的活动，增

强在课堂上的参与度，这种种现象都是学生自主去学习
的表现。在以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都是依靠口头去讲

解课本中的知识内容，有时候会在黑板上板书一下，就

是语文教师死板的给学生们讲解学生们需要学习的新知
识，然后学生一边听一边记下来。这种方法就让学生们

在汲取知识的时候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没有办法做到

对知识牢固的掌握。可以看出，要想让学生自身充分的
发挥出主体的思想，首先就需要教师自身树立好正确的

思想。只有教师先认识到了学生主体的重要性，学生才

可以得到良好的熏陶。 
比如，语文教师在让学生们学习《春江花月夜》这

首古诗词的时候，语文教师不可以再运用以往的方法，

一上来就开始给学生们讲述，然后让学生们在下面做笔
记，这样的讲课方法是没有任何效率可言的。语文教师

要让学生们在上课之前先预习一下，由于古诗词对于学

生们来说不太容易理解，教师还可以引入多媒体这一技
术，制作好课件供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学习。接下来，在

真正上课的时候，语文教师需要先让学生们去阅读一遍，

问问学生们有什么想法，接着再让学生们去阅读一遍，
看看这一次与上一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发言完毕后教

师开始讲解。最后，语文教师为了更好的了解一下学生

们的学习情况，可以设置一个问答的环节，对于学生存
在疑难的地方进行解答。如此一来，教师能够对学生们

的学习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学生还能够感受到教师的

重视，从而更积极的去学习知识。 
3.3  布置的课堂作业要适度 

根据课标发生新变革为基础，语文教师需要让学生

们在课堂上变得积极起来，增强学生们在课堂活动中的
参与度。语文教师要想让学生自身的主体意识得到有效

的建立，就先要让学生在课堂上的作业得到顺利的完成，

不要让学生内心有太大的压力。语文教师在课堂上合理
的去安排作业任务，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把学生们分成

各个小组，如此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合作去完成教师

在课堂上所布置的任务，学生自身的主体意识也会得到
显著的增强，在高中语文的课堂上是一样适用的。 

3.4  让学生自身认识到主体的重要性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是主动进行的，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主动的去学习就是学生自身建立起主体的思想。在

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有效的让学生自身建立主体的意

识，不单单需要学生自身的主动性以及教师的表扬，还
需要得到正确的指引以及合理的方法让学生们能够有效

的去学习。以前的教学方法导致学生们难以形成自己的

想法以及开拓思维，这一过程需要得到教师的指导以及
使学生自身能力得到加强。学生在发现了问题的时候，

教师需要激起学生的能动性，主动的去思考问题。如此

一来，才能够有效的去培养学生自身的主体思想。 
3.5  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 
每个学生自身对语文知识的掌握程度都是不同的，

并且学习水平也都是存在着差异的。所以，语文教师在
上课的时候，需要认识到这一问题，对学生们做到因材

施教，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进行教学，不然就会使学生

的成绩受到影响，并且学生在学习语文这一方面的积极
性也会受到打压。因此，语文教师需要重视对学生们的

主体思想进行培养，教师需要在开展课程的时候，对学

生们做到因材施教，根据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从而安排
不同的课堂任务。如此一来，每一个学生的需求都会得

到很好的满足，牢固的掌握住所学的知识内容，学生自

然而然的也就喜欢上学习语文知识。 

4  结语 

综上所述，语文教师要想对学生自身的主体意识进
行培养，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就不要对学生一味的进

行口头的讲解。语文教师要做好学生们的合作者以及引

导者，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能够去积极、主动的参与课堂
活动，让学生们的思维有自由发挥的空间。还有，语文

教师要对教学的方法进行不断的完善，让学生的自主意

识得到有效的培养。语文教师还需要改变自身的思想，
树立正确的观念，从而高质量的去完成这一重要的教学

任务。 
 

作者简介：崔林山（1967.7—），男，山西长治人，中学
高级教师，研究方向：高中语文教育教学；曹志强（1964.4
—），云南文山人，副高，研究方向：教育管理，教育方

法。 
 

【参考文献】 
[1] 马应发.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J].中国校外教育，2020（17）：41+43. 
[2] 李丹.高中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学生主体性意识[J].高考，2020（1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