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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新教材，提高课堂实效性的探究 
◆孙媛媛 

（北京市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 

 
摘要：使用新教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较好的做法。这些做法对于促

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更体现了“教材无非是个例

子”这一理念。不过，某些课堂中出现的一些教学现象却值得我们反思。

有些教师不管教学什么课文、什么内容，千篇一律地让学生讲，让学生

活动，让学生感悟探究。教师想方设法追求课堂活动的热闹，千方百计

在教学形式上做文章，而不顾及教学的实效。我认为应该合理利用好教

材，从编者精心选取的例子中挖掘有价值的教学内容，明确讲什么，怎

么讲，踏踏实实地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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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合理利用教材，明确讲什么 
新课标指导下的课堂教学到底要不要讲？究竟应该怎样

讲？讲什么？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讲’当然是必要的。问题
可能在如何看待‘讲’和怎么‘讲’……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
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
能。作为教者，要学会把教材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 

（一）、研究文本，提高实效 
文本是作者思想感情 直接的表露，每一个文字中都渗透着

浓浓的深情，作为教师，无论以什么方式进行教学，都不能脱离
文本，凭空想象。我们要依赖文本，选取恰当的突破口，达到我
们的教学目的。 

1、抓住文本的详略，明确教学内容 
每一篇文章，作者都会有侧重点的进行叙述描写，所以抓住

详略，作为突破口进行教学，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例如教学《木
兰诗》，学生们会固有的认为花木兰是巾帼英雄，英勇善战，从
而忽略文中所表现的小女儿情肠。教师要抓住文本作者重点描述
的场景进行教学研究，让学生看到：木兰是因为担忧父亲和自己
的家庭，所以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毫无怨言的替父从军，所以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孝顺的女子形象；路途中的描述，都表现了一
个小女儿对家乡、家人的深切思念；而真正体现战争的持久惨烈，
将军英勇善战的描述，只有主要的一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
归。”后面作者又详细地描述了木兰不用尚书郎，淡泊名利；回
到家乡，急迫换回女儿装的的情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爱美，俏
皮的小女儿形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更多
的是描述了一位有着儿女情长，孝顺、渴望美好生活的女子形象，
而不是我们从其它途径中获得的英勇善战的女英雄形象。所以语
文教学，文字是代表，我们要从文本出发，回归文本，文本究竟
写什么？详写什么？略写什么？这是由作者的写作目的支配的，
我们要想很好的理解文章，体会作者的感情，一定要抓住文本的
详略，品味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 

2、抓住关键语句，明确教学内容 
一篇文章，如果找不到恰当的突破口，就会让整节课变得拖

沓无味。教学时要抓住文本中的关键语句，从而深入到作者的内
心，体会所要抒发的感情。比如教学《背影》一课，一个问题抛
给学生“这是一个怎样的背影”？学生会一下子抓住文中对背影
重点描述的语句进行分析，从而懂得肥胖、笨拙都是表象，饱含
父爱才是内涵。这篇中文章中大部分老师会抓住父亲攀爬月台的
动词进行分析，我觉得除此之外，父亲简短、平常的几句叮嘱我
们也应该着重分析，伟大的爱就隐藏在平凡琐屑的言语中。再如
《爸爸的花儿落了》一课中，对父亲的细节描写，也可以作为理
解父亲感情非常好的突破口。“他把脸转向墙那边，举起他的手，
看那上面的指甲。”教学过程中，同学们经过讨论探究，从这个

细微的举动中，真切的体会了父亲对女儿的爱，无能为力的隐忍，
很多孩子都被感动了。所以抓住关键语句，找到突破口，就可以
让自己的课堂生动起来，提高实效。 

3、抓住文中矛盾，明确教学内容 
语文老师要善于“制造事端”，善于在课堂上设置矛盾，

好的设置矛盾的方法是比较。比如教授《孙权劝学》，可以和《伤
仲永》比较阅读，让学生在比较中明确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再比
如《皇帝的新装》，教师可以设置“为什么让一个孩子说出真相？”
的问题，激起成年世界与儿童世界的矛盾，让学生们在矛盾中激
发思维，更好理解文章，提高课堂实效。 

（二）、研究学生，明确教学内容 
教者如何从教育的视角了解学情，基于学情，基于学生的发

展需求做出教材内容的甄选，是给教师们提出的新课题。 
教师备课，除了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学生对什么感兴趣，

知识能力欠缺点在哪里，教师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更好的
针对学生的现状，合理使用教材，明确教学内容，提高课堂的实
效性。我们可以在教授新课前，设置学生调研报告，了解学生的
学情，以便达到自己的教学目的。 

比如教授《背影》，学生反馈回来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问
题： 

1、文中题目是背影，为什么要在写背影之前进行如此多的
铺垫？ 

2、表达父爱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作者选择背影？ 
针对这样的问题教师要做充分的备课，让学生明白家中的变

故使父亲重担在肩，如此大的压力下，父亲对我的关爱更显真挚。 
再比如教授《孔乙己》，学生会有这样的问题：孔乙己每次

都能给大家带来笑声，他就是个开心果吧？针对这样的问题，教
师就要敏感的抓住这个教学契机，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孔乙己
是幽默大师吗？在文中就是充当开心果的角色吗？找找文中为
大家带来笑声的段落，小组讨论一下。 

通过学生们的阅读探讨，很快会发现这是不对的，从而联系
当时的时代背景，明确作者的写作目的。如此选择的教学内容，
既关注了学情，又研究了文本，教学效果必定很好。 

二、合理利用教材，明确怎么讲 
新课标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其中以小组合作

为代表的合作学习被教师们广泛采用。那种人人参与、组组互动、
竞争合作，时有思维碰撞火花闪现的课堂确实能给人以享受和启
迪。但有些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不少，合作学习的效率低。比如：
有的把合作作为一种形式、一种点 ，只用一两分钟时间，学生
还没有真正进入学习状态，就草草收兵；有的看似全员参与，实
际上是好学生“一统天下”，学困生“袖手旁观”；有的小组合作
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会倾听、不会合作，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
教师缺少组织教学的策略；有的课堂气氛似乎很活跃，其实思维
训练的含金量很低；有的重视对合作结果的评价，忽视对合作过
程的指导。深入研究一下，这种合作学习的方式没有问题，关键
是什么样的内容适合这样的方式，教师如何抛出适合合作学习的
问题。 

那么，如何合理利用教材，在分组合作学习中让学生全面参
与讨论，突破重点、难点，使之真正收到好的效果呢？ 

（一）、精选内容，引趣激思 
比如在教授《背影》，学生认为这篇文章写得过于普通，不

能打动自己，那我们就要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利用教材，设
置讨论问题，激发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热情。 

1、提出的问题要有挑战性，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启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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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要有针对性，扣住教材的重难点；不可过于琐碎，而是
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助于学生抓住文本的关键。 

2、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可以从三方面努力： 

（1）、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让学生敢问； 
（2）、创设引趣激思情境，使学生爱问； 
（3）、适时点拨引导，使学生善问。 
针对《背影》这篇文章，抛出“这是一个怎样的背影？作者

描写几次流泪，对于成年男生来说是否夸张？”等问题，让学生
从合作探究中看出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儿子对父亲由不理解到
理解，以及对父亲无限的怀念。 

（二）、让学生独立思考，有交流的需要时，再进行合作学
习。 

现在有很多老师并没有正确理解和运用新课程的要求，在显
示“课改”的形式，而没有实质。我们的语文课上要有学生独立
思考的时间，不是三分钟，也不是五分钟，是要给学生充分的独
立思考时间。有些老师为了追求形式的多变，采取小组合作学习，
问题不经过筛选，都要求合作，忽略了学生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不能达到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目的。所以，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一
定要有读书声，要有合作学习的谈论声，更要有学生安静独立思
考的时间。 

（三）、明确分工：一是组内成员角色分工；二是学习任务
分工。 

（四）、加强指导，教师应该是参与者、引导者、促进者。 
教师加入某些小组的交流中，及时收集反馈信息，以利于调

控合作进程，辅导学生正常开展交流。 
总而言之，我们的教学应把着力点放到疏通学生与文本对话

的渠道上。教师要让学生直接面对文本，充分地去读书。学生直
接面对文本，不是单方面地吸收文本所负载的信息，而是学生与
文本“对话”。这是因为阅读的过程就是文本意义与阅读主体意
识之间互相交流、双向互动的过程。阅读时，各种相关的知识与
生活体验都被读物的信息激活，与文本意义发生碰撞。有人将阅

读活动比喻成“缘文会友的交往行为”，是很有见地的。基于个
人生活经验与相关知识积累而产生的对文本的理解是形形色色、
各不相同的，可以让学生各自表达自己的理解，进行平等的、无
偏见的、无权威的交流。在此基础上，可以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发
问、评价，以促进学生加深或反思自己对文本的理解。 

新教材与前一套教材相比，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比重，可读性
和趣味性得到加强，尤其增加了外国文学的分量，体现了对多元
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大量优美的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学生
喜爱。作为教师，我们要抓住这本教材，又不完全依附于教材，
为了教而教。我们在课前要有充分准备，在上课时不拘泥于原来
设定的程式。如果我们一味以完成课时计划为第一要务，急着走
过场，则很难在学生中出现始料未及的体验和思维火花的碰撞。
按照现代教学论的理念，我们既要有课前的预设，又要开放地纳
入弹性灵活的成份。对于师生对话中出现的即兴创造的火星，教
师应敏锐地捕捉住它，并予以引燃，使不同的体验有一个交流和
争辩的机会，从而超越预先设定的目标。某一节课的教学任务的
完成与否，并不影响学生的整体发展，课堂教学 重要的是培养
学生自我体验、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创新的素质。教师应不惜为卓
有成效的对话付出大量的教学时间，虽然通过对话也可能得不出
什么结论，但却换来了学生心态的开放，主体性的凸现，个性的
张扬，创造性的释放，这才是给予教者 为丰厚的回报。所以，
作为教者，合理利用手中的教材，找到教学的突破口，用自己灵
活多变的授课形式，帮助学生完成与文本的对话，从而提高学生
参与的热情，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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