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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落实教学改革新理念，增强语文课堂实效性 
◆林达福 

（广东省信宜市金垌镇绿水小学） 

 
摘要：新课程理念强调，语文这门学科应推行以学生为本的新理念，从

全体学生出发，将学生的健康发展视为课程发展的重要前提，并充分利

用学生的主体性，着重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提高其语文学科素养，以

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基于此，本文就教学改革新理念的贯彻落实，探讨

了语文课堂实效性增强的手段，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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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大力推行高效课堂，教学理念也在快速更新，课
堂也渐渐充满了活力和激情，时常呈现出一幅异常热闹的景象。
但在反思教学之后，便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在短短的课堂上，学
生究竟有怎样的收获。也即：教学的实效性问题，一线语文教师，
不得不思索：倡导新课改的时代下，让课堂教学既热闹又实效的
方法。 

一、规范化教学 
目前，语文课堂教学一般较随意，教学中次序杂乱、交流对

话肤浅、不重视以致忽视语文实质理解等问题颇为普遍。就语文
教学的本质来讲，是师生与课文间的一种深层次交流，且以学生
理解课文、学到知识、升华感情、培养思维、增强语文素养等为
终极目标，故必须依赖规范化的教学。 

第一，教学中应处理好部分和整体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教
学应按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顺序来展开。第二，在剖析局部
文章时，要合理处理应用语言和表达思想间的关系。一般语文课
兼具人文性与工具性，旨在教导学生灵活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
所以在教学中，应多鼓励学生自主理解文章，懂得运用语言表达
作者思想。第三，全面训练听、说、读、写能力。在语文教学中，
不可空洞讲解，要从课文内容出发，充分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教学
活动，有所侧重听、说、读、写，却又不均有涉猎。 

二、和谐师生关系，发展学生创新性与个性 
新课程提出，教师不再“权威”，而学生也不再简单地接受

灌输，加之升学压力逐年增大，若不予以正确处理，则定会急剧
恶化师生关系，导致学生出现逆反心理以致对立情感，最后降低
教学效果。目前，在报刊、电视、网络等的影响下，学生普遍知
识面广，个性差异大，民主、防范意识均较强，多早熟、好胜、
过于自尊、依赖等。新的教育模式需要教师致力于对学生的研究，
努力和谐师生关系，基于师生人格平等，来和学生交心，以最优
化发展学生的创造性与个性。而新的师生关系中，“宽容学生”
很重要。也即教师要从学生角度，来思考问题，留给学生充裕的
自由活动时间和空间（含有思想与肢体），允许并鼓励他们表达
思想。本着视学生个性为教学出发落脚点的基本原则，教师应真
正意识到，教育并不代表惩罚、训斥、指责，而是师生碰撞心灵、
相互认可、表达与提升思想、丰富与完善感情的过程。教师就此
则必须将教学观念及时改变，正视自己的教学地位，从教学权威
者逐步转换为学生的“合作者”、从传授知识逐步转换为组织教
学活动，真正展开师生对话，尽量增进师生互动。 

三、实行小组划分，加强合作 
本校各班级均有划分小组，且小组均有自身的名字。在课堂

上，语文教师曾针对小组名称，热烈地争论过。例如，某小组名
“扬帆”，即扬起生命之帆，将远行寻找生命之真谛；某小组名
“星梦”，即小组成员均是一颗星星，都有梦想，期望通过刻苦
努力的学习，来完成自己的理想；某小组“拼搏”，即告知同学，
拼搏是他们始终如一的精神，小组成员想通过拼搏，将梦想实现。
还包含“胜利”、“梦想”等名字，即命名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
出学生内在的精神。小组推行加分制与分工制的基本原则，每月

展开一次评优活动。由各小组组长来分配任务，发布作业，既增
进了师生间的沟通交流，又于本校大力推行高效课堂有利。 

四、展示学习目标，增强课堂效果 
通过设置这一环节，在相当大的程度，提高了课堂效率。在

每堂课伊始，均由教师带领学生共同研究“学习目标”，这一环
节总体上有如下好处：第一，学生大致了解了学习任务，确立了
学习主方向。第二，老师在课堂上，以学习目标为中心，来展开
课堂教学，弄清教学的方向性。由师生一起围绕目标，在增强课
堂效果的同时，还充分明确了重难点内容。例如，在赏析“山水
田园诗”诗歌专题中，有如下教学目标：熟悉山水田园诗中蕴含
的思想感情，了解这类诗的表现手法；其中的重点如下：总结山
水田园诗中常见的思想情感；其中的难点如下：知晓常见的山水
田园诗表现手法。 

五、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模式 
新教学理论倡导，学生是教学的中心，教学全过程均应积极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全面提高知识、态度、技能、情感
等，培养并展现他们的创新精神与意识。这些便要求摒弃传统教
学手段，尽量多提供学生一些交流、表达、思考的机会，完全更
改学生机械、被动地接受、记忆知识的落后教学模式。在语文课
堂上，教师“一言堂”逐步变为一起交流、共同进步的师生“大
学堂”。教师更多应引导课堂教学向下发展，组织讨论流程，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通过努力去发现、分析、研究并讨论
解决问题，最后达到学生可以自己“读书”、“作文”的目标。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下的语文教师，应及时将教学改革新理念

落实，综合运用多种途径和方法，来增强课堂的实效性。所以，
语文教师应加强学习和反思，深入探索和改进，努力让学生变为
课堂学习的真正主人，使其充分体会语文学习的乐趣，以便真正
提高课堂教学之实效，开创师生共享的高效课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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