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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走班制教学的有效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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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而这种高速发展的

社会现状向我国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新要求，国内各

级学校都进行着相应的教育改革。初中时期作为学生受教育的一个重要
时期也应当进行一定的教育改革。而面对这种新时代教育的新要求，很

多初中开始实行走班制教学。语文作为一门对于中考和高考起着相当重

要作用的课程，自然也有很多学校对其应用走班制模式进行教学。然而
走班制教学作为一种新式教学模式，在当今的初中学校教学里还没有形

成成熟的教学体系。因此，本文将系统地对初中语文走班制教学的有效

路径进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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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作为一门关于中国人母语的教学课程，对于它的教学，

从学生的早期幼儿园教育开始一直持续到大学乃至更远。而对于
语文的教学，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这种重视最
直观地体现就在于语文在中学生中考和高考中的重要地位。对于
初中生的语文教学，很多学校为了适应新时代新的教育要求，摒
弃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始实行走班制教学。然而这种新型的教
学模式在初中语文课程上的应用还不够成熟。为了在初中语文教
学中更好地发挥走班制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的长处，教师和学校要
深入探索其实施的有效路径。 

一、解析走班制教学 
走班制教学是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走

班制是指学校各个学科设置相应的固定性的教室以及教室，而学
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的学科教室或教师，选择适合自己
的班级进行相关的学习。在走班制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个体的管
理班级是单一固定的，但学习各学科知识的班级是根据学生的主
观意识进行学生的自主确定的。显而易见，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与当代中国大学教学模式是非常相似，因此它对于实施学校的要
求也是极其严格的。 

二、初中语文教学实施走班制的重要突破口 
(一)教师适当引导学生正确选课 
在初中实行走班制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学生的主体是初中

生，初中生对其自身的学习定位还不明确，学生不能正确判断自
身对于学习的需求，因此可能会出现错选课程班级的状况[1]。因
此，学生管理班级的班主任要关注每一个学生，了解不同学生在
语文学习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做好学生的选课辅导工作，
避免让学生“走弯路，走岔路”，促使学生制定适合自己的选课
计划，让学生得到更高层次的语文素养的提高。例如，学校和教
师要根据语文中高考试题内容，结合课程大纲，将语文诗词学习、
文言文阅读等作为学生语文课程的必选内容，然后根据学生个体
的差异性，选择性的进行小说阅读，语文文学常识等课程作为学
生的自选课程进行学习。 

(二)多方面教学，促进学生在学知识的基础上学方法 
在初中语文教学实行走班制教学时，教师要把握好授课的内

容与深度。学生通过自身抉择而选相应的语文学习课程内容，教
师就要对学生进行相关方面的有效教学。然而，在对本方面进行
教学时，要明确知识的流动性与互通性，带领学生在了解与学习
自己所选内容的同时，也对其他语文方面的学习有所提升，促使
学生全面学习语文知识，学会学习语文知识。例如，在文言文学
习、诗词学习为主的班级中，教师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要有意识
地让学生把文言故事或诗词用作自身语文写作的素材，使学生在
学习文言文与诗词的同时，提升自身写作能力。 

(三)探索语文走班制教学的有效路径 
现如今，对于初中语文教学实行走班制教学的这种教学模式

还不成熟[2]。它仍然存在着许多弊端。因此，在进行走班制教学
时，如果不能正确的将其运用于语文教学中，就会适得其反。所
以，在初中语文教学时要实施走班制教学就一定要明确其实施的

有效路径。 
三、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实施走班制教学的具体有效途径 
(一)分组学习，发挥每个学生的长处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实施走班制教学以后，在同一个教学班级

中的学生对这一语文知识的学习有着一致的兴趣或者需求。而每
一个学生个体都有着其独特性，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以及
学习状况等将学生分组，让学生在组内进行学习与交流讨论，发
挥每一个学生的优点，促进学习资源的共享，使学生完成全面的
语文的提升。 

(二)合理分配教师，发挥每个教师的优势 
语文学科的走班制教学中，语文知识的教学被细分成很多板

块的语文教学。在不同板块的语文教学中，都设置有不同的语文
教师。面对不同的语文教师，他们个人语文研究的方面都各有千
秋。因此，学校在分配语文教师时，要根据语文教师对于语文研
究的专业方向进行合理分配。例如，在前文提到过的文言文阅读，
诗词阅读为主的语文班级中，学校可以将大学或研究生时期学习
古汉语文学的教师分配于此，这样教师的专业性就得到了保障。
学生在遇到困难时，教师就能有效解决其这一方面的疑惑。 

(三)加强管理，优化学生学习质量 
由于走班制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来说更考验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因此，很多学生会放松学习步伐，产生惰性心理。学校
要加强相关的管理制度，设置一定的考核制度，引导并督促学生
学习，优化学生学习质量。 

四、结束语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新教育要求，一些初中在进行教学时采用

走班制的教学模式。语文作为初中生的一门重要课程，也相应的
采取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但是，在中学走班制还不成熟的现下，
要想让走班制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发挥其模式的特长，学校和教师
就要深入探索与学习走班制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实施的有效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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