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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制约农村小学语文教学发展的因素及对策 
◆欧阳小华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新市镇钟佳桥中学） 

 
摘要：随着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增大，农村教育也面临着十分尴尬

的境地。由于城乡经济之间差距的增大，导致城乡教育资源的配置之间

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教学受多方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导致当前农村

教育水平较低，农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探索举步维艰。本文就当前农

村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发展制约因素展开了分析，提出了几点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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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约农村小学语文教学发展的因素 
1.优质生源流失 
由于教学资源配置之间存在着的这种严重的不平衡的现象，

优质生源流逝，不少重视教育的学生都被城市学校吸引，留在农
村学校学习的学生多是缺乏监管呵护、成绩基础较差或者新知接
受能力较弱的学生，虽有部分成绩加能力强的学生，也存在着学
习习惯不佳的现状。所以，农村教育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优
质生源流失的问题，农村学校中的学生基础较差、学习能力不强、
习惯不佳。 

2.学生家长缺乏监管呵护 
在农村教育中，多数家庭的经济基础较差，学生的家长双方

外出务工，或者家长单方务工，仅留父母一方负责学生的照拂和
监管工作。同时，也有不少学生的家长的培养理念落后、文化程
度较低，仅能对学生的生活进行照拂，而对学生的课后学习情况、
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监管不够。所以，学生在课后作业的完成上，
存在应付、偷懒、抄袭等现状。更有部分留守儿童索性选择忽视
课后作业，习惯养成后的学生，再想纠正则需要消耗教师大量的
精力，并且教师的纠正也未能起到良好的教育和培养效果。 

3.学校教育资源配置不足 
受经济发展和教育政策的影响，目前的农村教育面临着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教育资源配置不足，教学资源匮乏、教学设
备陈旧落后。在这种现状下，让农村教育更处于劣势地位，缺乏
教学资源费辅助下的农村教育，在优化发展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除此外，农村教育中，学生的态度不端正、散漫、学习热情
较低、学校师资配备不足等都是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制约农
村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对此，提升农村教育质量、优化小学语
文教学，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措施开展教学。 

二、提升农村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对策 
1.扬长避短，挖掘并发挥农村教育优势 
虽然在农村教育发展中，制约农村教育水平提升的因素众

多，教师在教学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农村教育教学工作中也
有其独特的优势，包括儿童们淳朴、敏感的情感，包括农村质朴
的自然风光，充分发挥农村教育中的优势，也能实现教学质量的
优化。因此，挖掘农村教育工作中的特色资源，并将其作为农村
教育发展中的突破口，也不失为一种扬长避短、优化教学的重要
方式。对于我所任教的小学语文学科，农村也给语文学科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例如，在《小柳树和小枣树》这一节内容
的教学中，文章中柳树早期对枣树的奚落甚至是嘲笑，是源自于
柳树自恃美丽，而不知枣树的沉着、内敛、无视他人嘲笑和讥讽。
柳树和枣树性格的凸显，是由于柳树和枣树的外观和对话显现
的。为帮助学生体验感知，我在教学中国引用了学生在生活中司
空见惯的枣树和柳树图片和相应的成果，先引导学生观察并结合
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说出自己 喜欢哪种树？并说出为什么。
通过如上问题的引入，学生基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和对文章的
理解，加之农村学生敏感的情感体察特点，帮助学生主动认识两
种树的典型性格，更从中认识到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评价事物
不能仅通过肤浅、短浅的目光对待，而需要通过扬长避短，才能

真正发挥自己的价值。同时，学生在二者之间对话的启发下，也
会认识到应当秉承着尊重的原则与他人交往，才能受到他人的尊
重。以上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地取材并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通
过扬长避短挖掘教学资源，这也是优化农村教育的重要方式。 

2.自主学习，提升农村师资教学队伍 
教师要给学生提供一碗水，要求自身要拥有一桶水。在农村

教育中，教学资源匮乏，更面临着教师师资力量有限的局限。对
此，教师需要从自身的教学水平提升出发，逐步拓展自己认知广
度、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在农村教育中，不少学校存在着一名
教师兼任两门甚至是数门学科的现状，教师担任数门学科时存在
的知识面较窄的现状也是导致学生的认知广度不足的重要原因。
基于这种现状，教师在教学中需要自主学习、逐步提升自身的学
习水平，切实从自身的水平提升做起，提升、优化农村教学水平。
例如，在《植物妈妈有办法》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既要帮
助学生感知植物生长繁衍的智慧，还可以借助本节课的内容进一
步挖掘资源，从自我认识的拓展中汲取更加广泛的教学资源，帮
助学生逐步拓展认知。教师可以从科学学科教学出发，帮助学生
拓展更加广泛的植物生长和繁衍知识，破除学科壁垒和界限，在
落实了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有条件
获取更加广泛的知识。 

3.家校共育，共促农村儿童全面发展 
无论城市教育还是农村教育，对儿童的培养工作都离不开教

师和学生家长，更需要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虽然当前农村不少
学生的父母外出务工，但是互联网的发展也让教师和学生家长以
及学生之间能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对此，教师在教学中
便可以通过家校共育，共建家校合力的方式开展教学，通过创设
学校公众微信号向学生家长推送有价值的、家庭教育更新的教学
理念，通过教师家长工作微信群的建立，密切联系学生家长，构
建家校教育沟通网络，切实让家庭教育能够配合学校教育，落实
对学生的关注、呵护和监管职责，保障儿童的健康全面发展。此
外，在对农村小学生家庭教育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农村小学生
的爷爷奶奶的年龄结构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留守儿的爷爷奶
奶较年轻，还具备照拂留守儿的能力，能够有效监管农村留守儿。
但是，一部分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自理能力都相对较弱，更无法
有效照拂自己的生活。所以，针对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的年龄结
构差异，教师先要对家庭情况展开调研，在应用微信群的与留守
儿童的父母进行沟通时，更通过组织家长会的方式展开家校共
育，还可通过定期展开家访情况，了解留守儿童生活和学习状况，
以弥补留守儿童生活和学习中的不足和情感缺失，促进留守儿童
的健康发展。 

总结 
虽然当前在农村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资源的配备

和师资力量的薄等更是陷学生的学习于不利地位。对此，教师在
教学中便可以通过结合农村教育特色，通过扬长避短、自主学习
和家校共育等措施开展教学，找出农村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突破
口，切实让农村教育走出困境，迎来更加明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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