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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互动课堂的构建分析 
◆曾欢燕 

（湖南省邵阳武冈市水浸坪乡桐木完全小学） 

 
摘要：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在活动中，教师是

主导、学生是主体，师生双方双向互动，才能让学生及时获取教师的指

导，才能让教师及时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教

学节奏。对此，构建互动课堂，更有助于教学信号和学习信号的双向即

时双向传递，对教学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小学语文教学中，

互动课堂的构建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几点构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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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生本课堂，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驱动行为的前提，兴趣是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

性的必备条件。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培养学生的兴趣，应当
从生本课堂的构建出发，注重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学生主动性的
发挥，巧设教学环节，释放学生活力，才能让学生兴致勃勃地参
与到课堂中来，与教师、与同伴形成多维互动。在生本课堂的构
建中，要求教师要秉承着尊重学生的教育教学原则，教学不以学
习结果作为评判学生所有学习情况的标准，而是要关注学生的学
习过程，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探索过程，从学生的学习中发现
积极的元素，以塑造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例如，在《爱是什么》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学重点是帮
助学生理解萨勒老师对“我”教育的循序渐进，懂得萨勒老师对
“我”的爱。在文章中，萨勒老师对“我”的爱，既可以从文章
的整个故事梗概和故事发展清洁中辅助学生感知，也可以通过细
节教学的方式帮助学生体验，以培养学生对情感的敏锐感知力。
对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先从略读文章的过程中，帮助学生总结
故事发展的脉络，从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感知萨勒老师厚重而深沉
的爱。随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细节辨析，以培养学生对文
章情感的感知力。此时，由于学生个体之间的理解方式和对爱的
感知力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教师在教学中不必要求以统一的答案
约束学生，只要学生能从细节部分挖掘出能够凸显爱的部分，并
对其自圆其说，教师便可以给学生以更多的认可，这边是对学生
个性化认知和学习主体地位的尊重。在教学中，有的学生提到，
“她轻轻地搂着我”，这一句话中的“轻轻”便凸显了老师对“我”
的爱，从中看出老师对“我”的耐心和温柔；也有学生提出，“她
把我拉的更近些”中的“更”就凸显了老师对“我”的爱，因为
本身老师就离我很近了，现在拉“我”更近些，体现了老师与我
之间深厚的情感。如上教学分析中，学生对细节的鉴赏过程，实
际上是一个半开放的过程，教师尊重学生的理解方式、尊重学生
对爱的理解，并给学生的解读以正向的评价和激励，这将会培养
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对课堂的参与热情，互动课堂也就在主体
性思想的引导下得以构建。 

二、引入丰富情境，激活学生思维 
教育工作要与实际生活密切相联，这既是对学生认知规律的

遵从，更能减弱学生对新知的陌生感，让学生在生活的基础上认
识接受新知，在新知学习中受生活化情境的启发而获得更加深刻
的理解。在这种引入丰富生活情境的课堂中，学生的思维更容易
被激活，学生的活力更容易被释放，互动课堂也易构建。 

例如，在《不用搀扶》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辅助学生
感知文章中的主人翁的坚定意志，教师在新课引入环节，便可以
设置情境问题：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有哪些人需要搀扶？
随即，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能会说到。残疾人需要搀扶、
老人需要搀扶、体力不支的人需要搀扶、病人需要搀扶等。学生
的答案中，极有可能会囊括本文中的主人翁——残疾人帕尔曼的
这种情况。于是，教师便可以卖个关子，诱导学生：但是，在本
文学习的一位残疾人，却主动提出，自己不需要搀扶，你们知道
是怎么回事吗？你在阅读之后，能说出为什么帕尔曼不需要搀扶
吗？随后，教师在这一问题的设置下，引导学生对文章进行初步
阅读。基于学生的切身生活经验，再联系文章中帕尔曼的双腿瘫
痪的情况。对比之下，学生也就认识到，正是因为帕尔曼坚韧的

意志力，才让他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地克服困难。在
情境教学的引导下，学生再阅读时的情感感知体验更强，学生的
思维活力释放，与教师的交流也就没有了阻碍，互动课堂也就得
以构建。 

三、搭建学习平台，强化生生互动 
互动课堂的构建，不仅限于学生与教师这种单一维度的互

动，更包含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也只有在学生与学生、学生
与教师等多个维度的互动中，才能让学生有更强的活力。对此，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为生生互动搭建学习平台，以辅助学生之间互
动和交流，畅通交流互动渠道。例如，在《风筝》这一篇文章的
教学中，教师便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构建探究式课堂的方式引导学
生开展学习活动，并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对问题的探索和
研究。在阅读探究前，教师设置问题：1.本文记叙了一件什么事？
请说出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2.课文中的人物很多，你觉得
中心人物是谁？3.你对课文中的哪个人物的印象最深？为什
么？通过如上问题的引导，教师引导学生在小组内阅读并相互复
述整个故事的发展情节，并结合文章说出自己对文章中各人物的
理解，在交流中故事发展脉络，明确故事发展的各阶段。如上学
习平台的搭建，教师给学生的生生互动构建了良好的教学条件，
学生在交流中彼此相互启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随之有效提升。 

总结 
小学语文互动课堂的构建，需要以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中

心，要结合学生的认知倾向性、认知发展情况和认知规律设计教
学，以实现学生和教师多个维度的互动，实现学生学习水平的有
效提升。对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构建生本课堂以提升学生
兴趣、引入丰富情境以激活学生思维、搭建学习平台以强化生生
互动等措施开展教学，切实释放学生的活力，构建更加活跃、更
加高效的小学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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