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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探讨 
◆刘苏敏 

（石城县第三小学  江西省赣州市  342700） 

 
摘要：语文不仅仅是小学教学体系中的基础学科，是其他学科知识学习

的前提保障，更是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新课改背景

下语文学科的教学比重不断上升，小学语文教学与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相
结合，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理解分析能力以及综合实践应用能力。

在完成小学语文教学任务的同时引导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这也是

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学的必然发展趋势。为提高小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综合
能力，教师应当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结合语文素材进行科学高效的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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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是学生身心成长发育的重要阶段，也是学生思维认知水

平和实践应用能力提升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教育状况会直接
影响到学生今后的成长和发展，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语文
在小学教学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教学比重，无论是汉字的拼
写认读还是阅读写作都是其他学科知识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对于
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交往能力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为
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以及语文综合运用能力，需要
教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理解，并将所学的语文知识应用到实际
问题的解决中。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必要性 
1.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还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影响着高

效语文课堂的构建： 
（1）小学生年龄较低，认知水平不足。对于复杂的文字组

合以及深层次的语文素材小学生无法快速地理解和掌握，严重限
制了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升，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
精力与时间进行讲解和分析，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相应的
语文知识，使得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时效性降低。 

（2）小学生的自制意识和能力较为薄弱。在小学语文课堂
教学过程中，小学生往往无法保持高度集中的学习状态，经常会
出现注意力分散以及学习效率低下的状况，语文知识的学习需要
学生保持高度集中的精神状况，详细的理解和记忆，这样才能够
保证小学语文课堂学习的高效性。但受到小学生年龄特点以及性
格因素的影响，在课下也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以及课
前的预习内容，影响到了高效语文课堂的构建。 

（3）小学语文教学模式缺少创新和完善。 
语文知识的讲解、学生的理解记忆以及课后的复习以及预习

构成了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模式，过于单一和陈旧的语文课堂教
学模式缺少创新和完善，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
不仅如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占据着主导支配地位，学生
的学习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限制了自身的自主学习积极性。 

2.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的重要意
义 

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
以及语文实践应用能力，旨在将学生培养成为综合发展的高素质
人才。然而语文作为小学教学体系中的重点和基础学科，包含了
丰富的人文精神素材以及各类经典诗歌文章和著作等，其教学对
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以及综合运用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以及综合能力可以帮
助学生快速的理解和掌握运用相应的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课堂教
学的效率和质量，此外，具备良好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的
学生还可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语文核心素养并运用所学语文知
识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丰富的人文精神素材可以熏陶学生的
情感精神，引导学生建立起正确的思想价值理念，为学生今后的
成长与发展打好基础。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策略 
1.夯实学生的语文基础，提高学生的汉字认读和拼写能力 

语文即语言和文字的学习，汉字的认读和拼写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占据着基础与核心地位，只有具备良好的汉字认读与拼写能
力，才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语文知识学习，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
都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字分析能力以及综合运用能力，将所学
的知识和技巧灵活运用到实际问题的处理中。而这一切都是建立
在学生牢固的汉字基础上的，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夯实
学生的汉字认读和拼写基础，为更加深层次的知识学习打好基
础。 

例如：强化学生的识字教学，在《神州谣》、《传统节日》、
《“贝”的故事》、《中国美食》等汉字和拼音的教学过程中，帮
助学生熟练掌握汉字的书写以及拼音认读能力，使得学生可以进
行汉字的字典查询以及正确书写，为接下来深层次知识的学习打
好基础。 

2.语文情境教学和引导，促进学生语文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 
阅读教学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相契合成为所有教师

的共同教学目标和任务，在阅读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其
中的情感精神和思想理念，借助语文知识对学生进行精神文化熏
陶，并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学习意识和习惯。例如：在课文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的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相关的
影视资料录入教学视频中，让学生真切的感受到当时背景下雷锋
的无私奉献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品格，感受到革命先烈的无私伟大
奉献和牺牲精神，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增强阅读教学的吸引
力。 

3.语文素材的灵活运用，培养学生的语文创作能力 
写作教学则是对学生语文素材灵活运用能力的培养，通过对

语文知识的学习进行创作，表达自身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这需要
学生熟练掌握各种写作技巧以及表达手法，以规范的写作格式以
及标准的汉字书写方式进行写作练习，只有学生具备丰富的写作
素材以及各种技巧，才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写作水平。 

例如：在课文《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过程中，对课文的
详细讲解和对话描述可以将父亲的形象生动的表现出来，让学生
真切的感受到父爱的伟大，以及引导学生对现实生活中母亲的付
出事例进行写作练习。 

4.良好的学习意识与习惯，促进学生独立自主学习 
独立自主的学习意识和习惯是学生取得成功和进步的前提

性保障，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需要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和习惯进行引导，促进学生可以独立自主的进行语文知识的预习
和复习，这样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例如：《长
城》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长城》的影视记录资料片段录
入微课视频中，通过动态影视的形式为学生展现长城的雄伟壮观
以及历史作用，激发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长城这一世界文化遗
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三、结语 
语文即汉语言文字的学习，汉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传

承载体和精神积淀，不同的汉语言文字组合蕴含着不同的含义，
各类文学素材和知识的学习对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和综合运用
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这需要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注重夯实
学生的汉字认读基础，注重语文情境的创设和引导，传授学生的
阅读理解技巧，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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