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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 
◆张月谋 

（刘场小学  安徽省宿州市  234228） 

 
摘要：新课程理念中，强调一切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语文作为一门应

用性较强的综合学科，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运用和表达、思维的

发展、审美能力的提高及文化的理解能力，对于学生学习和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特别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其正处于系统性语言学习的

关键时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表现力，这就需要教师应从创新授课的

理念出发，尊重并发挥学生的语文学习主体地位，着眼于对学生语言能

力的培养，为促进其具有良好的表达、理解以及沟通能力而夯实基础。

基于此，我结合自身实践，立足于当前低年级小学语文语言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促进教学有效性的相关策略，以期为构建语文高效课堂提

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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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语文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语文教学需面向全体学生，
使其能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在促进学生具有热爱祖国语言
中，使学生具有理解和运用语文的基本能力，进而不断丰富学生
的语言的积累，培养其良好的语感，促进其思维发展，使他们具
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口语
表达能力[1]。由此可见，语言的运用、理解是语文学习的基础，
只有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才能促进小学生听、说、读、写水平
的不断提高。这就需要低年级语文教师能够：一方面，树立生本
意识，以小学生的认知和心理特点展开授课，培养其良好的语文
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促进课堂教学与应用实践的有机融合，给
予学生更多自主学习、互助学习、探究学习的空间，提升教学的
有效性，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一、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学生的语言能力培养的现状 
1.1 学习氛围沉闷 
很多教师都会反应：低年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差，说话时

前后逻辑不清晰、用词不准确等。在课堂教学中，许多学生不愿
意主动回答问题，或者只是简单的说一两句[2]。造成这种现象的

重要原因就是学习氛围的影响。小学生初入校园具有陌生感，
教师又时常一幅严肃面孔，学生不愿意参与课堂。在沉闷的学习
中，导致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应用能力差。此外，家庭方面因素也
会对学生的语言能力产生影响。例如：家长对孩子语言能力关注
不足，或是家长自身存在不良语言习惯，对学生产生了语言的负
面示范。 

1.2 学生自身的心理障碍 
小学生源自不同的家庭，爱好和性格各异。其中，有些孩子

对环境的适应性差，且自身存在胆怯心理，不敢开口说话，说话
时紧张，不能流畅的表达[3]。这是由于学生自身性格内向、胆小
造成的。还有一些学生自尊心强，害怕开口说错话引起别人的嘲
笑，因此就选择缄口不语。应试思维下的学习压力也导致学生的
自我封闭现象变得严重，低年级学生只顾着识字、背诵，不善于
与同学、老师交流和沟通，因表达能力得不到锻炼，使其愈发变
得不爱说、语言能力匮乏。因此，对于存在心理障碍的学生，教
师还需要多加关注，积极引导学生，勇于表达自己，以欣赏、鼓
励式教育促使学生开口说，形成师生、生生间的密切沟通和交流。 

1.3 教学理念陈旧 
新课改的全面实施，倡导教育应面向全体。虽然很多教师注

重给予学生语文自主学习、阅读的空间，但在低年级的学习中，
给予学生口语交际的机会很少，或是仅依靠教材对口语交际展开
训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知道，教材上只是引导，教师一味
的给学生布置各种测验和习题，导致学生没有机会进行语言表达
训练；或是有时候只是找代表发言，只是一小部分学生有机会展
示自己。 

1.4 教学方法刻板 
因一部分语文教师自身的教学方式存在问题，对高效教学的

理解片面，认为应利用有限时间进行密集授课或是班级中学生语
文成绩快速提升才是高效课堂，忽视了对学生语文素养和语言能
力的培养。特别是低年级的小学生，其心智比较懵懂，依然对有
趣、动态的事物感兴趣。而教师在课堂上一直滔滔不绝的讲，不
给学生反应、发言的机会，“一言堂”的知识传授，让学生习惯
了这样的教育，也就很被动、不愿意表达。 

二、提高低年级学生语言能力的有效措施 
2.1 开发利用社会与家庭的学习资源 
家长需认识到，家庭教育对低年级学生的语言能力影响十分

重要，要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给孩子树立榜样。例如：在孩子
面前避免使用粗俗语言，并积极引导孩子与人交流沟通，鼓励孩
子大胆开口，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主动与孩子进行沟
通，以良好的家教和引导，促进学生具有良好的交际能力。 

2.2 营造和谐、平等的互动氛围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要尽量营造一个平等、轻松的

氛围。给学生多一些互动的机会，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
让每一位学生都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并且鼓励他们大胆的
说出来，引导学生形成主动思考、大胆发言的好习惯。例如：在
“春夏秋冬”教学中，利用微课件播放描写四季的儿歌，促使学
生积极参与课堂，并能够说出自己对四季的印象。与此同时，教
师还可引导学生解释一下自我印象中的“生机勃勃”、“郁郁葱
葱”、“硕果累累”、“白雪皑皑”等，丰富学生的词汇量。 

2.3 创设课内外真实有效的交际情境 
教师应勇于打破教材的束缚，要多创设一些让学生交流沟通

的机会，给其空间和时间去交流。可以成立兴趣小组，给学生布
置一些调查的小任务，让其合理分工、互助完成。例如：以小组
配合的形式，调查不同班级的卫生状况，并形成 终的总结。这
样就鼓励学生之间相互沟通，并且能积极的与别的班级的同学进
行交谈，既锻炼了学生的协作能力，又在无形中给予学生沟通锻
炼，让孩子不再羞涩、胆怯，而是可以勇敢的与他人交流。 

2.4 引导学生积累语言知识 
语言能力的基础是词汇量的积累，低年级学生的普遍特征就

是词汇量的积累不足。教师应意识到这一问题，加强对学生语言
能力基础的教育，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语言积累，这样才
能进一步地对学生展开语言表达方面的培养。例如：教师向学生
推进适合其阅读的书籍，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洋
葱头历险记》、《皮皮鲁和鲁西西》等，在形成简单的读书笔记中，
以读书交流的方式让学生互相分享一下近期看到的有趣的故事，
并以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事件为线索讲述，锻炼
学生良好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为语文教学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对教

师的授课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标准和更高要求。作为小学低
年级语文教师，应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在为“学”而“教”
中，形成小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使其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机会，
进而掌握良好的语文学习技巧，能够自主学习、阅读以及进行写
作，在提高其语言能力中，丰富其文学体系，使其具有更强大的
词汇能力、严谨的逻辑、准确的表达，在提升语文教学效率中，
促进低年级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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