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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围绕素质教育展开教学任务，关

注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上给予学生足够的思考时间，期间要尊重学生

的主观意愿，听取学生的见解，并在语文的互动中拓展空间与学生的视
域，导入更多趣味的元素，调动学生语文参与的积极性，基于学生对语

文的初步认知理解，帮助学生深化的领会语文的内涵，明晰语文的真知

灼见。语文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合理的安排课堂的互动时间，每一个
环节都给予学生参与的契机，听取学生的意见，结合学生的反馈制定教

学计划，使得语文的课堂妙趣横生，学生的参与度提升，拉近师生距离

的基础上，有效的促进学生语文素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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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堂是语文教学的主战地，学生课后也是围绕课堂的知识展

开互动分析，对语文进行深入浅出的辩证思考，从教学效率这个
层面出发，常规化的教学中，虽然课堂上教师滔滔不绝的讲述了
很多的知识点，对于难懂的部分进行了概述，但学生由于知识的
吸收水平参差不齐，课堂上不一定都能够跟上进展，还会出现云
里雾里、答非所问的现象，新时期教师应改变教学策略，激发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多鼓励、多赞扬、多
点拨、多引导，帮助学生走出认知的误区，消除语文的障碍，形
成个性化的语文学习模式。 

一、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小学语文的知识较为丰富多彩，在语文的世界中尽情的徜

徉，学生能够轻松的感知语文的趣味情境，但这种趣味通常都暂
时停歇，又快速的消散，想要让课堂的趣味变得浓厚起来，教师
应从综合的视角出发，衡量学生的语文感知能力，尊重学生的主
观意愿，从学生的视角出发展开问题的互动，强化学生的语文分
辨能力，鼓励学生大大的表述自己的想法，主动与学生沟通，从
学生不同的学龄段兴趣点着手，让语文的探究过程充满活力，教
师可以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把语文知识融入其中，吸
引学生注意力的同时让他们增长知识。多媒体集声音、图画、文
字于一体，比起天天看黑板粉笔字，学生会更享受这样的视觉盛
宴，而且小学生年纪小，对色彩鲜艳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多放一
些图片会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如，在学习《美丽的小兴安岭》
这节课的时候，教师在上课之前，先给学生放一段关于小兴安岭
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视频，把学生的注意力充分地集中起来，之
后，教师问学生：“大家觉得小兴安岭美吗？”学生会说美，教
师说：“那你们还想更多地了解小兴安岭吗？翻开你们的课本，
上面会有你们想知道的内容。”于是学生就会带着求知欲翻看课
本，寻找自己想知道的东西，这个过程会比平时更认真，因为他
们是在感兴趣的情况下做的，注意力也会很集中，这就无形中提
高了课堂效率。  

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学生才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

用，所以在上课的时候不能让学生的思维围着教师转，教师要关
注每一个学生的想法，要让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课堂教学
中，要以学生为中心，学习的问题要由他们自己想办法拿主意，
教师只给他们提供意见，引导他们进行学习。学生养成这种习惯
之后对以后的初中高中学习都有一定的帮助。在上课的时候，有
些问题要试着让学生自己提出来，然后再想办法解决，自己提出
的问题会让他们更想知道答案，从而集中精神认真听讲。如，在
学习《神笔马良》这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问学生：“看到这个
题目，你们会想到什么？”有的学生会说：“我想知道马良是谁？”
有的会说：“我想知道神笔是什么？”有的会说：“我想知道这篇
文章讲了什么故事？”教师说：“好，现在你们可以带着自己的
问题去看文章，找出你们想知道的答案。”这样，在学生自主提
问和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会更认真地去看课文，寻找答案，从而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三、设计教学课堂问题  
教师应该在学生的语文课堂中进行正确的指导，帮助学生能

够良好地掌握知识点。首先，可以针对教学内容提出相应的问题，
让学生带着疑问进行课文阅读，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人数进行分
组，分配给每个学生不同的教学任务，帮助学生培养正确的理解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样不仅能够营造学生的教学氛围，也
能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自主学习能力。
其次，在问题的设置方面，应该严格地根据内容进行规定，不要
偏离主题，提高问题质量，让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题义。例如，
在学习小学课文《赤壁之战》中，在学生阅读课文之前，留给学
生问题，课文的主要叙述内容是什么呢？先讲了什么，后写了什
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在学生认真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问学生
火攻这一仗的主要步骤是什么呢？最精彩的是哪一招？并说出
自己的原因，最后周瑜以 3 万人打败了曹操的 80 万人，用一个
成语进行概括是什么呢？这 3 个问题能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前
中后三大部分的主要内容，并进行了归纳总结，提高学生的观察
能力和思考能力，让课堂变得鲜活新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课
堂教学效率。  

四、课堂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  
在教学过程中，要在提问后给学生一些独立思考的时间，学

生回答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教师要以期待的目光鼓励学生积极思
考。这个等待的时间虽短，却正是学生思维最为紧张活跃的时刻。
如教学《鸟的天堂》时，教师可以在总结课文时提出：“这里为
什么会成为鸟的天堂？”话音刚落，定会就有几个同学举手。这
时，教师不能就此让他们起来回答，因为在这么仓促的时间内作
答很可能是零乱的、不完整的，而且让他们回答会影响其他同学
思维。于是，教师用手势示意这几位学生先把手放下。不一会儿，
学生陆陆续续举起了手，这时，教师喊一名中等生起来回答，回
答基本正确，但不够具体。又叫另一名学生进行补充，这样答案
就完整、具体、鲜明。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从学生回答中不难看
出学生经历了一个分析、归纳、综合的思维历程，经历了一个主
动探索的过程。  

结语： 
俗话说得好：“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我们

以新课程标准为指导，根据教学内容，从学生实际出发，选用合
适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就一定能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使
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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