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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实施有效教学策略，提高语文课堂效率 
◆罗  增 

（西藏日喀则市谢通门县中学） 

 
摘要：学生学好汉语文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采取行之有

效的教学策略来切实提高汉语文课堂教学效率，这一点是汉语文教学的

关键所在，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汉语文课堂教学才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汉语文的积极牲和主动性，从而达到传授汉语文知识技能，培养学生

智慧和个性的教学目标，最终提高初中汉语文教学的有效性。随着教育

改革的不断深入，对语文学科的重要性也越显突出。因此，怎样提高语

文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学生语文的应用水平，已成为语文老师所关心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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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初中语文教育的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教学理念，强化"
双主"的作用即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双重作用，改进教学
方法，培养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和自身创新能力。语文作为基础
工具学科，其教学方法尤为重要。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
学生能愉快地接受、领会、积累知识，且能拓展思维和开阔视野
是关键的。 

1、灵动鲜活的课堂教学  
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把教材当成学生学习的惟一对

象，譬如语文，除了一本课本外，就是一大堆练习，其它什么也
没有了。现在教师可以对教材进行补充、延伸、拓展、重组，并
注重教材与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的联系和融合，同时鼓励学生对
教材的质疑和超越。就语文而言，它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老
师更多地引导学生进入“大语文”的天地。教无定法，学亦无定
法，课程的“教学过程”变得灵动活泼，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
也不再拘泥于预先设定的固定不变的程式。而是强调预设的教案
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开放地接纳始料未及的体验。不能让活人围绕
死的教案转，而是鼓励师生互动中的即兴创造，超越目标预定的
要求。新课程的“教学时空”变得延展开放，它突破了传统教学
封闭、狭小，眼界限于书本的藩篱。新课程突破了“课堂教学就
是教室里上课”的传统观念，学生学习活动的空间不再只局限于
教室，而是拓宽到生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让学生到大自然中去，
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学生学习活动的对象也不再只限于有字的
教科书，而是延伸至整个自然界和社会这部“活”的无字书。 

2、更新观念、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还要依

赖于教师的教学。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我们应大力
推广以运用现代教学技术为突破口的教学改革。教学中提高单位
时间的信息量，提倡教学媒体的多元化，变灌输式为启发式，变
训练式为开发式，特别要注重对学生学法的研究。教师应努力做
到在教学中对不同的学生施加不同的影响，并针对学生间的差异
开展多侧面、多层次的引导，以发展不同类型学生丰富的个性，
满足不同类型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如，进行以提高学生素质
为核心的分层次教学。其特点是根据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和班级
学生的实际能力，将一班学生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层次，然后设计
不同的教学目标，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进行不同层次的辅导和
考核，因材施教，分层达标，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3、以课本为主，体现教学大纲  
初中语文教学应该是在小学基础上的提高，这是毫无疑问

的，但对提高到什么程度一直研究不够，教学大纲上的表述也很
模糊，大部分内容难以做出明确的界定，这就容易导致初中语文
教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同时，广度和深度的不明确，也是初中
语文教学中封闭主义和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实际
情况来分析，绝大部分学生的语文学习受升学考试的左右而视野
狭窄，同时又因教学形式方法的单调而浅尝辄止，学习的广度与
深度都远远达不到要求。学语文局限于课本，局限于课堂，局限
于几页练习题，没有课外阅读习惯和练笔习惯，课堂学习消极被
动：浮在知识的表层无法深入等等，这就是初中学生语文学习的
现状。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就在于对教学的广度和深度有一个明

确的界定，教什么，范围有多大，内容有多深；学什么，学到什
么程度才算合格，等等。当然，这都是深入到初中语文教学内容
很复杂的问题，一时恐怕解决不好。但是都是们还是希望大家都
能来研究这一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并且能够在新的教学大纲
中体现出来。  

4、对初中语文教学要面向现代化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三个面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初中的语文学习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意味着语文学习任务的完成，
意味着他们继续进行专门深造和谋求职业已经具备了适应社会
发展的语文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已经具备了参与现代化建设所
应具备的语言运用和语文学习能力。未来学家指出：“未来的文
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由此可
见初中语文教学面向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当然，初中语文教学面
向现代化决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标签，它理应具有实实在
在的内容。比如：初中语文教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问题；
初中的语文教学内容与现代化教学手段问题；初中的语文教学与
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问题；初中的语文教学与市场经济发展的
联系问题；初中的语文教学与国际大教育环境的关系问题；初中
语文课程自身的现代化问题，等等。语文教学不应是孤立的、封
闭的，特别是初中的语文教学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更为接近，初
中的语文教学思想如果缺乏现代化的内容和精神，那将会永远走
不出封闭的、形式主义的小圈子。 

5、提高教师的教学素质 
我国基础教育正处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

过程之中，《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实施正是适应了这一新的形
势需要。有一项调查表明，学生希望语文教师既具备较宽广的知
识面和高超的见识，又能抓住学生的特点积极引导，调动学生的
求知欲和创造欲。同时，他们还渴望教师创造和谐热烈的课堂气
氛，实现师生的平等交流。然而，在不少地方，有的语文教师在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采用照本宣科满堂灌的方法，学生完全处于
被动接受的地位，课堂气氛单调沉闷，无法和教师进行深入探讨。
大部分语文教师教育观念落后于时代发展，教学思想保守陈旧，
教学方法刻板僵硬，缺乏创新意识，这显然不能满足学生愿望，
难以让学生满意。中学语文教师的素质滞后已影响阅读教学乃至
整个中学语文教学，因此，要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
的转变，真正按照《语文课程标准》进行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
师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