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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教好新课程下的初中语文 
◆邓志斌 

（宁远县仁和镇中心校  湖南永州  425000）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带来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春天。如何教好新

课程下的中学语文，已成为语文教师潜心探讨的课题。本文结合自己的

教学实战，结合新课程语文学科特点从如下五个方面加以探讨:一是更新

教育理念；二是充分发挥师生主动性；三是培养创新意识；四是丰富请

文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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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二十一世纪前进的脚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
走过了观苦的历程。这是一段转变教学思想，更新教育观念的艰
难历程，也是一段艰辛摸索，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前进历
程。作为教学第一线的初中语文教师，我以前所未有的改革热情
和创新精神，认真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精
神，实践新课程，体验新课程，研究新课程，创造新经验。 

一、语文课程标准的主要特点 
语文课程标准体现了国家对语文教育的要求，体现了素质教

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时代性、实践性和科学性。代表
了语文教育改革的方向。 

（一）重视语文教育的丰富内涵，注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语文是 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

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同时还明确了语
文课程的地位和应达到的目的:“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
养的形成和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它课程的基础，也是学
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
文字的思想情感，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文字，丰富语
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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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交际能力。语文课程还
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判情趣，使他们适当形成良好的
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美的和谐发展。 

（二）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过去的中学语文教育在观念、内容、方法等方面都不同程度

存在着“陈旧”的问题，这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课程标准注
重更新观念，借鉴国外课程理念，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经验，增强
了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表现三方面。 

提出了语文能力的新要求。强调学会略读和浏览，要求学生
掌握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突出了口语交际能力，整合了听和
说，特别提出了口头交流和沟通的要求。 

更新教学内容。注重关心当代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努力强调
选文的时代性、实用性和广泛性。所选课文文质兼美，富于文化
内涵和时代生活气息，选文重视体现多样文化，重视吸收人类文
明的成果，重视从现实意义的角度选取体现我们民放精神和优秀
传统文化的，难易适度的新文言文课文。 

注重培养创新精神。鼓励自由写作、有创意地表达，鼓励有
独到的见解，鼓励用适合自己的方法和策略学习。 

二、如何教好新课程的语文 
课程专家指出：新课程为教师主动性、创造性地发挥提供了

保证，新课标教材成为作者、编者、教师、学生之间共同对话的
文本，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一）更新教育观念，走进新课程 
新课程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转变观念，更新

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这样才能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
教材，才能广泛开发课程资源，灵话运用各种教学策略，激发学
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使学生
学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发现、
探究、研究，从而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语文教师应根据课程改革的目标，通过不断调整个人的教有
习惯、行为方式、角色地位、教学策略， 终使自己的教育教学
行为落实到每位学生的发展上。在课堂教学中正确解读教材，实
践教材中提出的新理念，有效参与学生的合作学习，当好组织者、

引导者、合作者。 
（二）充分发挥师生双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学生的独

特感悟 
长期以来，教师常常把学生放在“我教你学，我讲你听”的

地位，学生则按照教师制定的规程接受教师输灌的知识，课堂上
基本上是“教师牵着学生走，学生围绕教师转”，这种以教定学
的“填鸭式”教学使学生的主动性渐渐地丧失，对于学生潜能的
开发和身心的发展极其不利。因此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张扬学生的个性，真正落实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要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习惯，为
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新课标”还主张教师的角色定位应是“师生平等对话的首
席”。《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电视谈话类节目，观念很不喜
欢主持人喋喋不休，喧宾夺主，但在语文课堂学习中，笔者觉得
应缓提“首席”，因为把看电视、看着卡通长大的初中学生的生
活平台实在太单调，太狭窄了，如果就让他们在这样的平台上自
主学习，初中的学制起码应再延长一至两年。 

（三）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个人而言，创新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一个人如果不创新，那么他今天在重复昨天，明天又重复今天，
就没有发展，就活得毫无意义。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他们确立创新的意识，时时处
处都想着创新，不满足于成见旧说，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喜欢
标新立异，其实，对事物充满好奇和想象，追求新异，这本是孩
子的特点，也是创新意识的前芽。 

其次，利用教材对学生进行情感熏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一种自学行为，是个艰难的过程，它需要为人类献身的理
想，不折不挠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等良好的心理准备。新教
材有不少创新人物、创新事迹的内容，教师要深刻领会这些课文
的内涵，用科学家的高尚情操感染学生，从而使学生从小立下为
祖国为人类献身的志向，并为此自觉磨练自己与困难和斗争的意
志和培养自己勇于探索的精神。 

再次，引导学生利用教材进行思维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要成为“创新型”人才，不仅要有创新精神，还必须有创新
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教材培养逆向思维进行发散性思维训
练；要利用教材启发学生进行联想和想象；要利用教材启发学生
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 

（四）丰富语文实践，培养语文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

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
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应该让学生更好地直接地接触语文材
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规律。在课堂上要运用“激
励表场”来营造气氛。激励表场的实质就是激发学生的潜能，调
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 

总之，如何教好新课改下的初中语文，对我们来说，任重道
远。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写下他的教育思想:
“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学生因此可以多学，
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器、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
坚实地进步”。笔者认为，新课改下的道路是漫长的，任务是艰
巨的，但能量是巨大的，前景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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