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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方法 
◆顾玖祎 

（重庆市渝北区长安锦绣实验小学） 

 
摘要：教学是培养人的过程，不是把知识教给学生这么简单，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劳动。只有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才能让学生有所收获，得

到发展。教师要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学生，研究教学方法，做到教法

有效，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高质量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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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最重要的教学资源就是语文教科书。教师要吃透文
本，了解编写意图、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
性是语文教学的生命，能否得以延续，取决于教师能否充分激发
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否做到与文本
有机结合，真情演绎文本内涵，提升学生对文本的感悟，让语文
教学呈现实效。小学语文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正所谓"教学
有法，教无定法"。语文教师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没有固定的
套路，要根据学生的状况，选择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这样才
能促进学生学习。  

1.研究教学设计的有效性和艺术性  
把握和处理教材，设计教程很重要。"居高"才能"临下"，"

游刃"才能"有余"。教学设计是对语文教师能力的最大考验，我
们要增强意识，积极研究教学设计，取长补短，资源共享。  

1.1 三维整合，相互渗透。在语文教学设计中，要巧妙地把
语文知识的学习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通过科学的过程与方
法，三维整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三维设计的最大特点。
尤其要强调的是，三维整合具有整体性、交融性、不可分割性，
是水乳交融的。  

1.2 抓住重点，整体升华。在学生初读课文，了解大意以后，
引导学生直奔重点，明确主旨，由整体感知出发，再联系上下文
读书。这样便于长文短教，中心突出，避免平推和繁琐的分析。
促使学生养成读书时善于抓住重点词句的良好习惯，掌握阅读方
法。  

1.3 注重过程，共同成长。教师走下"讲坛"，成为学习的一
分子，成为平等对话中的首席。学生自主读书发表见解的空间和
自由很大，兴趣盎然，提高有效性。要提高研读、对话学习的有
效性，我们要注意的是：首先，教师要充分地与文本对话。其次，
要培养学生与文本对话、潜心会文的良好习惯。最后，教师与学
生、师生与文本对话。  

1.4 设计问题，激发兴趣。由创设问题切入的教学，特别能
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实质上就是问题教学。教师设置悬念，抛
出一个并非情节式的微观问题，而是统领全文的，学生有着极大
的读书空间和自由的大问题，再由这个问题引导学生的读书活动
步步深入，这种教学设计是引领学生读书的有效设计。  

2.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究的机会，让他们

置身于探究问题的情境中，从而积极主动地探索新知识。教师教
学语文首先就要把培养学生的语文兴趣放在第一位。培养学生的
语文兴趣比传授学生的知识更重要。但是，怎样培养学生的语文
兴趣，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根据多年教学经验，认为在课堂
上教师善于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往往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善
于利用这样的方法，确实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3.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  
小学语文阅读课程的设置目的，是基于学生学会基本的生字

拼音后，良好的阅读习惯可以增强阅读能力，能够利用阅读这种
自主学习的方式，来启发、引导学生们的思维发展和提高学生的
阅读效率。好的阅读习惯对形成阅读能力、提高阅读效率，顺利
地达到目的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阅读，既能在主动、愉悦的气
氛中进行，又能在遇到问题时排除困难，坚持达到阅读的目标。
良好的阅读习惯一旦养成，便会成为个人的宝贵财富，终生受用。  

3.1 帮助小学生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朗读主要是为了训练
节奏、语感的掌握，体会作者的感情；默读是消化的过程，阅读

的过程就是将大脑吸收语言信息，这个过程不仅要求小学生掌握
文章的基本大意，并对其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同时还需要学生
坚持主动探索的精神，积极的思考作出恰当的评判。  

3.2 求解性阅读 。即教师根据一定的目标和要求，向学生明
确地提出若干个带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学生以自读的形式理解文
意，从课文中寻找答案，以便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见解。设置问
题应难易适中，既要使学生思得其解，又不觉得易如反掌，而缺
乏思考。  

4.及时鼓励评价，是高效课堂的动力  
人都是需要激励的，尤其是小学生，一句由衷的赞誉，或是

夸奖，会改变他们对学习的态度，可能使他们终生受益。小学生
一般不大关心以往自己是怎么做的，而对教师的发展性评价的关
心却尤为强烈，他们喜欢把老师的赞誉、夸奖看作是自己积极行
为的结果。  

4.1 教师一定要让学生养成课前预习的好习惯。学生课前进
行充分的预习能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在实
际操作中往往不被大家看重，有的甚至流于形式。这就要求我们
教师在平时的学习中督促学生养成认真预习的自觉性。  

4.2 关爱学生。良好的师生情感对教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建立在师生个性全面交往的基础上的情感关系，是一种纯洁的心
灵沟通，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真情对待学生，关心爱护学生，善
于激励和赏识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  

5.语文老师要习惯赞扬、欣赏每一位学生  
小学语文老师要关注学生成长的每一点进步，帮助学生发现

自己、肯定自己。课堂上笔者采用多种表扬方式：或用赞许的口
吻――你说得真好！你的想法真棒！你想象力真丰富！或用亲切
的动作――拍拍肩膀，轻轻一点头，微微一笑。老师要尽量多赞
赏学生，不光赞赏一个两个，而是赞赏一群一批，甚至全班；不
是虚伪的应付，而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有了赞赏学生在学习
中就能常常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学习的乐趣，课堂气氛活跃，学
习效果好。赞赏出创造力，赞赏出学习兴趣，赞赏出进步的学生，
赞赏出有特点的学生。通过赞赏融洽了师生关系，活跃了课堂氛
围，激发了创造热情，对学生的学习质量和能力养成起着十分明
显的促进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要赏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及能力的提高、又要赏识学生在学习过程及方法上的优良行为，
还要赏识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表现。成功的快
乐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可以促进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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