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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刍议小学语文有效教学策略 
◆尼玛顿珠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绒辖乡完小） 

 
摘要：为了解决现有我区小学语文教学滞后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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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生是未来发展的接班人，我们不仅要使他们掌握牢固的专业知识，还要

重视对他们整体素质的培养，不断为小学课堂中注入新鲜的血液，确保

每一节课的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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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在小学课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小学生是未来发展的接班人，我们不仅要使他们掌握牢固的
专业知识，还要重视对他们整体素质的培养，不断为小学课堂中
注入新鲜的血液，确保每一节课的课堂效率。这篇文章提出了我
国现在小学汉语文教学的现状，同时还提出相关的解决策略。  

1、创建良好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学习对学生来说是一项较为繁重的互动，在应试教育的影响

下，学生的压力较大，很多的学生都会对老师保持胆怯的心理，
有问题也不会提出来，在学习中不懂装懂，因此要想使语文课堂
教学充满活力，教师就必须时刻保持着亲切感，拉近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距离，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克服胆怯心理，在课堂上才会
大胆发言，使课堂变得活跃。如果在学生发言的过程中出现了错
误，教师也不能够一味地指责批评，否则只会让学生在以后就不
敢发言了。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违纪，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用眼神
给学生以提示，而不能够当着所有学生的面给予批评， 好是在
课后找这个学生单独谈，问清楚原因，根据原因作出适当的批评。
如果学生回答的问题不够全面准确，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特点，这
个时候教师就应该给予这些同学以肯定，从而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如果学生在学习和课堂纪律等方面有了进步，教师就要
毫不吝啬的给与表扬。另外，在课堂氛围的营造过程中， 忌讳
的就是教师将自己的情绪带入到课堂中，这样会影响课堂的氛
围，让学生厌学。  

2、重视基础知识、基础技能 
语文作为一门语言学科，在整个语文学习中， 大的基础莫

过于识字写字，词语积累和句子类的学习了。假如把整个语文知
识比作一棵树，则在这棵树的成长过程中，识字写字，词语积累
就是树的根，句子就是树枝、树干，至于段落，文章则是树的外
在风貌和内在精神的整合，是一棵树。谁人皆知，树靠的是根，
没有了根，也就没青翠、伟岸、挺拨的树。可见，语文基础知识，
对于初学语文的人来说，是无比的重要了。小学基础知识的牢固
与否与学生后面汉语文的学习有着重大关联。因此，这就要求小
学汉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从基础知识、
基础技能抓起。只要基础夯实了，就为后来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对于低、中年级的学生，基础知识着手抓拼音、字、词、
句、段，听、说、读到能力，学会使用工具书。达到熟练的掌握，
熟练的运用，从而为高年级的阅读、习作、语言交际等做铺垫。
而高年级学生除了继续强调基础知识的训练外，应重点突出阅读
和写作技能的提高，逐步扩大阅读面，提高阅读的要求。在习作
上要懂得谋篇布局，不管是纪实作文还足想象作文，都要做到思
想健康、条理清晰、语句流畅，能运用自己学过的表达方式，抒
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看法。  

3、在教授汉语文时，注意教学新方法的探索  
基于藏语、汉语知识结构等语言要素的种种不同，教学方式

方法也有着显著的区别。汉语文的教学方法，要把握一个基本原
则：按照主导地位是学生的基调，摒弃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路子；
突出学生的实践运用，帮助学生在主动实践的过程中掌握知识，
提高能力；提倡自主阅读，自主写作，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提倡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见解。汉语文教师一定要从这个大原则出发，
切实改进教学方法。  

3.1 每一篇课文都是典型的语言素材。新教材所选的篇目与

生活紧密相连，语言都平实质朴，符合规范的汉语表达方式。大
多数文章都是训练学生口语能力的 佳语言材料，这样，学生也
很容易寻找到生活与课文的结合点。汉语文老师就要精心准备新
课的备案，创造一个语言环境，把学生引入创设的语言环境，激
发他们说话的动力。藏族汉语文教学应坚持功能、结构、文化三
位一体。学生年龄还小，学了能有效地运用，学起来才有积极性。
如果我们能长期坚持课前几分钟说话训练，注重优化课堂教学，
以阅读为主线，提高课堂效率，并将课内语言训练扩展到课外语
言实践，这样就能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更有利于进行丰
富多彩的语言训练。  

3.2 课堂与生活紧密联系，注重活学活用。汉语文教材中包
含有大量富有时代气息和文化内涵的语言素材，教师要引导学生
完成课本中的许多练习，就必须让学生熟悉自己的生活、周围的
环境和优秀的民族文化等内容，而且要善于发现语文与生活相联
系的地方。这样，学生学习语文才不至于死记硬背，才能够切实
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  

3.3 通过写作训练提高汉语应用能力。由于藏族学生不自觉
地用母语的思维模式组织第二语言，致使作文与口语中病语、倒
装句连篇等现象在低年级阶段屡见不鲜。所以教师要紧抓重点，
结合语言结构特点，在对照中进行指导。在写作中尤其要引导激
发藏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兴趣。在讲评中，可采用“作品传观”、
“优秀作文欣赏”等方法激励藏族学生进步。 

4、在享受成功的快乐中，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一堂自习课上，一名小女生懒得做练习册上的那些机械重

复的题目，只对造句和看图作文感兴趣。不知什么时候教师突然
来到她身边，并抽走了她的练习册。霎时间，她惶恐不安，如临
大敌。然而教师并没有因为练习册上大片大片的空白而大发雷
霆，却对小女孩造的句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句子是这样的: “花
骨朵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春天。”教师看了以后，轻柔的朝小
女孩一笑，夸赞道:“非常好，很有想像力，多有灵性啊!” 随后
又问道:“为什么不说‘倾听春天的脚步’呢?”小女孩第一次受
到如此夸奖，心头一暖，胆大了起来，反驳道:“有时候春天来
时是没有脚步的，是披着绿纱乘着风来的。” 教师没有说话，只
是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走上讲台，她的练习成为讲造句题的范
本。欣赏和鼓励带给小女生无穷无尽的动力，在以后的日子里，
她学习热情特别高涨，特别用功，成绩一跃成为班级第一名。由
此说明：十次说教不如给学生一次表扬，十次表扬不如给学生一
次成功。每个学生都愿意学有进步和获得成功。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让材
料进课堂，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高度尊重学生，全
面依靠学生，转变观念，大胆求索，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就一定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想学、乐学、爱学，让语
文课教学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