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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小学汉语教学反思 
◆娜日苏 

（伊金霍洛蒙古族小学  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208）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是培养学生汉语言表达能力的主要渠道，

对学生们未来步入社会后的发展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但以往，汉语教学

的机制、方法和内容都不完善，已经难以满足学生的各项发展需求。在

新课程改革实施后，汉语教学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挑战，教师必须及时反

思，总结问题，提高汉语教学质量，使汉语言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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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新课程标准对汉语教学的目标、方法都进行了重新的
规范，传统教学中的问题也由此显现。相信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已
经意识到，一味沿用过去所采用的陈旧教育模式是无法将汉语言
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使学生充分掌握的，加之学生本身就处于
民族的语言环境当中，更是为汉语教学的开展增添了难度。因此，
改革与创新是唯一的出路，教师必须正确认识当前教学中存在的
不足，加强反思，寻找对策。 

一、小学汉语教学现状及反思  
（一）学生对汉语学习缺乏兴趣 
小学生对于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不了解，且汉语言

与他们掌握的民族语言在文字、发音等方面的差别较大，学习难
度较高，这导致大部分学生对汉语学习的积极性都不高，兴趣不
浓，将其视作了不重要的“第二语言”。 

（二）没有注重语言环境的营造 
学习一门语言， 重要的就是处于相应的环境当中，在长期

受到熏陶和影响下，学生自然会逐步掌握。这也是为什么孩子们
在没有接受教育之前就能够掌握基本的语言，与周围人沟通。但
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们处于民族语言环境当中，无论是在学习中
还是在课下的生活中，都较难接触到汉语，而仅仅利用课堂上有
限的时间来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三）教学方法不科学 
学习汉语言， 重要是要理解、运用，但部分教师将教学的

重心放在了记忆、背诵上，学生们大量的写词，背诵文章，但
终却不知是何意思，也不知该怎样运用，这样的汉语教学方法是
不科学的，且难以发挥实际作用[1]。 

二、小学汉语课堂教学策略 
（一）创造用汉语交流的环境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汉语基础薄弱，在学习时受到母语的影

响很大，常会闹出许多笑话，这一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会长期
成为学生学习汉语的阻碍。教师应通过建立汉语言环境，消除或
降低母语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使他们逐步适应运用汉语来交流、
表达。 

我在教学时就作出明确要求“在上汉语课时，同学之间，师
生之间的对话必须用普通话，平时同学之间交流时，尽量用汉语
交流”。同时我还从自身做起，每次与学生交流时都讲标准的普
通话，让学生能从我的对话中自然而然地纠正自己的发音。还经
常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汉语演讲比赛，朗读比赛。并
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语序和不标准发音。看新闻时，让学生跟着
主持人讲，这样，班上的同学逐渐养成了用汉语来交流的习惯。
通过长期坚持，原来不大会说或不敢说汉语的学生也基本能说一
口比较流利的汉语了。 

（二）强化汉语拼音教学  
1、准确读写 23 个声母、24 个韵母。在汉语教学中，如果

学生不能正确掌握 23 个声母和 24 个韵母，那么在以后的学习
中更难掌握字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按声母韵母的顺序教
学生读写，背下来再默写，教师可以打乱顺序进行听写评分，写
得好的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2、熟练应用音节方法。这是小学教学的重难点，要从易到
难一步步的进行学习。一般一个音节由声母和韵母组成，韵母包
括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韵母还有韵头、韵腹、韵尾之分，
如饿（e）是单韵母，黄（huang）ang 是鼻音韵母，u 是韵头、a

是韵腹、ng 是韵尾，有（you）O U 是复韵母，其中 O 是韵腹，u
是韵尾，这些都应该总结一下让学生学起来既容易又掌握牢固[2]。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录音机教学，教学设备齐全的可以用 PPT
教学，这样既能营造课堂气氛，又能提高教学质量。 

3、掌握准确的声调。汉语的拼音除了声母韵母外，还有一
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那就是声调，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
去声四类。声调是构成音节的重要部分，它不仅能表示汉字的不
同读音，还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学生们往往读词语都是一个音调，
听起来很别扭，教他们读“电话”时，他们发出来的音就是“点
画”，因此应对声调教学加强重视。 

（三）开设对话课  
对话课的开设有几个好处：1、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思维敏捷度；学生可以互相启发，互
相学习，取长补短，说话者能及时地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上好对话课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准备：1、学生的准备，教师
要事先把对话的目的、要求告诉学生，让学生做好充分的准备；
2、教师也要做好对话的准备，为学生作好示范对话。事先与班
上汉语水平较好的学生做好准备，示范对话要求思路清晰，语言
简练，用丰富的感情把学生带入对话的情境中，让其他同学根据
教师的对话的目的和要求进行对话。在了解了学生的对话效果
后，教师针对性地进行讲解。再让学生评议，这是为了让全体学
生开动脑筋，激发求异思维，使说话内容更符合学生自己的思想
实际，生活情趣。 后教师再进行点拨。这样，即使能力差的学
生也会找到话题。 

虽然每节课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在短时间内，每个学生都有
机会进行对话，可以采取同桌对话或分组对话，然后推荐代表对
话，让全体学生都成为表演者，又都是裁判员，不但提高了全体
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还让学生通过对别人的评价形成了竞争的
意识。 

（四）重视语言积累  
厚积薄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要想提高

汉语能力，就要注重语言、语感、语句的积累。学生的汉语素养
与汉族学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阅读有困难，语言表达不清楚、
不规范，语序错乱，语法混淆的不乏其人，作文中病句连篇的现
象更是比较常见。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师不能机械地按照《新课
程标准》和教参建议确定教学目标，而应从语言学习的规律和学
生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课文和阅读材料，指导学生诵读，在诵读
中丰富学生的词汇和语言知识。处理好停顿、重音、语调和速度
等技巧，感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明白如何把话讲得清晰、正确，
用语贴切、得体。同时，要求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多背诵一
些经典性的篇章，并适当向课外拓展延伸，以此不断丰富学生的
语言材料。对于文中那些富有哲理、充满诗意的段落、句子，应
结合学生实际设计一些仿写训练，这样不仅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
一些语言形式，增强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 

三、结语 
总之，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汉语教学必须在理念、方法和内

容上体现创新，突破传统教学的束缚，达成更高的目标。教师需
要从学生的长远发展出发，将局限于理论知识层面的教学变为真
正的素质教育，使学生能够在基础教育阶段拥有扎实的汉语基
础，获得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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