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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生中常见的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爱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也

就是为什么学生们学习困难的一大原因。然而，语文学科本身就是一门

相对较枯燥的学科，没有适合的教学方法就会是“废话连篇”。所以集中

注意力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础。因此，本文围绕这一话题来展开讨论，

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去提高学生的注意力，从而使学生对“百科之母”

——语文学科提起更多的兴趣，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了自然学习效率就提

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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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门科目是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基础学科——那就是语文，
语文的教学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懂得如何运用文字，再如何将它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单看语文这两个字，字面上所表达出来的意
思是自己及他人的言论与文字。因为语文是“百科之母”，所以
它所包含的内容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学了这么多
年的语文也没有懂得太升入的东西。这门学科所包含的特点也是
数不胜数：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思想性、开放性、多样性、
实践性、应用性、创造性、时代性、超前性......根据学生们课后
和课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本文有针对性的做出了下列一些提升
注意力的一些训练。 

一、针对注意力提升的基础性训练 
1.1 记叙性文本的教学 
记叙性文本，是以叙事功能为主的一种文学作品。在语文的

阅读教学目标中指出：“当学生在阅读记叙性作品，了解事件大
概，能简单讲述自己印象 深的场景、人物、细节，说出自己的
喜爱、憎恶、崇敬、向往、同情等感受。”所以一般这一类文章
需要学生了解自己的情感并且能够将它描述出口。在开展记叙性
文本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利用带有启发性和引导性的教
学问题，引导学生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在发散学生思维的
同时提高语文阅读教学成效。 

本研究提倡在进行这类文本教学的过程中使用“剧本改编”
的教学方法。通过设置递进式的问题，帮助学生在理解课本内容
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文本进行二次加工和
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只作
为课堂的设计者和引领者，不再是主导者。学生不再被动学习，
他们可以充分融入文本，充分理解文本，充分表达自我，因此会
大大提高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的注意力集中水平。例如《曹
刿论战》一文的教学中，我们可以指引学生从战争场面、服饰道
具、人物对话等几方面进行剧本创作。不仅可以检查文本的理解
程度、丰富学生对历史的了解，更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和创作能
力。在提升注意力的同时，达到培养能力的目的。 

1.2 议论性文本的教学 
议论用通俗的语言，讲清道理。议论是运用逻辑推理和证明

来阐述自己观点的一种写作方法。议论文想要阐述观点，离不开
讲道理，也离不开议论性一些话语，但是由于议论文的特点，常
常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体会到枯燥无味的大道理。因此本
研究提倡在学习此类文本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提
升学生的注意力。例如，我们在为学生讲解“议论文论证思路”
的过程中，首先为学生播放几段精彩的辩论赛实况录像，充分调
动学生的感官。再次播放时，要求学生动笔记录辩手的观点和材
料。第三遍播放时让学生按顺序将所听到的内容排列。 终，在
视听联动的过程中完成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高难度任务。不仅
训练了注意力，更高效而轻松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1.3 识记类知识的教学 
识记性知识本是语文教学中 基础的部分，所以在这个一类

的教学方面更是不能马虎，越简单就应该越仔细。现目前在中学
教学中，绝大多数教师都面临着识记性知识单调而低效的教学难

题，导致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兴趣越来越低，致使学生成绩严重下
滑。其实导致这样的现状大部分可能是因为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付出和惩罚性抄写增加学生学习负担，使学生越来越抵触这方
面的文章，也害怕接触和学习这方面的文章，因此当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遇到这一方面的文章所需要做的是怎样通过辅助手段去
加深学生对当前课文的印象，就比如课堂听写的方式去加深学生
对识记性知识的运用，当学生没有完全写对的时候不要一味的想
着要罚学生抄多少遍。本研究在这里提倡使用舒尔特表格对学生
的识记进行辅助记忆。将摆表格中原本的数字替换成语文中的古
诗文，对学生进行限时训练，有效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识记效率。 

二、针对注意力提升的拔高型训练 
2.1 视听阅读法 
所谓“视听”，根据表面意思就能所想到视觉与听觉的叠加。

视听法，来源于直接法和听说法，它是在听说法的基础上，运用
视听结合手段而形成的一种教学法。视听法对教学帮助不是一点
两点，它的优点有：1.视听教学使课堂更有乐趣，不会让学生感
觉到枯燥，无聊，厌烦等感受。2.它能够有效的将教师的教学时
间剪短，提高教学质量。3.视听教学改变了以往常规的教学方式，
有效的减轻了教师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2.2 舒尔特表格的运用 
舒尔特表格是在一张方形卡片上面画上 1 ㎝*1 ㎝的二十多

个方格，格子内任意填写上阿拉伯数字。在测的时候，被测者需
要用手指按住所写数字的顺序依次指出其位置，同时诵读出声，
施测者在一旁记录被测者所用时间。数完这些数字所用时间越
短，那么说明该被测者的注意力水平越高。看似这样的方式与语
文学科的教学完全沾不上边，但其实这个能够有效的测出学生的
注意力在哪个水平，让学生知道自己现阶段处于怎样的状 ，从
而使学生针对自己的状 做出相应的调整。舒尔特表格是目前全
世界范围内公认的 简单， 有效也是 科学的注意力训练方
法。被测者在寻找那些数字时，注意力时需要被测人高度集中的，
所以大脑的运用强度也是非常高，所以注意力水平会明显提高。 

2.3 限时任务 
教师在进行课堂上进行教学的时候，一般都会给学生留课后

作业，原本作为学生的玩心就比较大，然而每天作业还不断，这
会让学生出现逆反的心理，导致学生草草了事，根本不会认真去
做，更不可能集中注意力，所以其实老师留给学生的课后作业应
该选择较简单的并且不能够留太多的作业。所以像这种时候，老
师应该把一些重要的问题或者是作业在课堂上提出，让学生和老
师一起想问题，并且是限时问题，规定学生在什么时间段想出问
题的答案，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去思考这个问题。一般在这样的课
堂上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全身心的投入到老师所抛出的问题，也训
练到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结语： 
结合上面所说的所有方法和措施，学习语文这一门“大”学

科其实首先要做的还是要静下那颗浮躁的心，全身心的去感受语
文学科的奥秘。当然这些辅助性的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两者
是缺一不可，二者兼并才能让学生更好的深入到语文的海洋之
中。身处在课堂之中的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全身心的
投入到课堂之中，双方都互相给与对方足够的尊重，让对方感觉
到你是在这堂课中，然后才会让课堂更有氛围，有氛围之后就更
容易集中注意力去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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