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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初中语文教学的优化措施 
◆向连兵 

（湖南省双峰县杏子铺杏子中心学校） 

 
摘要：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育技术的不断进步，给当前的教育教学工作

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教学资源，同时也给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条件。

无论是教学理念的运用还是教学技术的应用，都需要教师对教学活动的

不断优化，才能起到更加积极的教学效果。本文就初中语文教学的优化

措施展开论述，为当前初中语文教学提供一定的看法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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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引入优化 
新课引入是一节课的开端，是表明教学主体，推出教学内容

的切入点。在学生方面来看，更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所学内容
建立初始印象的关键阶段。从语文学科的特点来看，兼备工具性
和人文性特点，传统教学中侧重语言的工具性特点是功利性的教
学理念，更新的教学理念提出：当前的教育教学工作应当重视学
生的学习体验，重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点，需要教师挖掘教学
资源，给学生更多、更优质的学习体验，才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
的提升。因此，在语文学科的教学设计中，教师可以通过优化教
学设计，通过艺术性的引入课题，帮助学生在语文学科的学习中
建立更加优质的阅读和精神享受，才能有助于学生应用语言工
具，享受语文学科和文学作品的人文特点，帮助学生欣赏文章的
人文性。例如，在《天净沙·秋思》这首古诗名作的学习中，寥
寥数语便描述了意境的无限凄凉与悲苦。对于这古诗词的学习，
应当更加具有人文性特点，应当更加注重学生在古诗的阅读中的
意境想象和情感体验。因此，在这首古诗的教学设计中，对于导
入的设计应当是更加凸显这首诗的主题的，应当是将悲凉二字浸
入到导入中的每个元素中。因此，在对这首诗的导入环节，可以
通过这种设计方式开展教学：通过多媒体教学资源导入课题，通
过图画和音乐渲染悲凉的环境。在音乐的设计上，教师可以选择
悠扬的长笛作为独奏，选择《孤星独云》作为演奏背景，让学生
悠扬寂寥的音乐声中，体验无尽的惆怅和凄凉。在图画的设计上，
建议教师通过中国画这种与古诗相互吻合且意境深厚的情感传
达方式进行教学，通过寂寥的山水画或者孤独背影的人物画，渲
染凄凉悲苦的环境，帮助学生在古诗的初步印象建立中，奠定寂
寥的情感基调。在这种导入设计下，学生对古诗词的学习将不再
是枯燥的，更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传达与接收过程，是学生接受
精神洗礼和熏陶的过程，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和热情必然随着这
种优化的课堂导入方式而变得更加浓厚。 

二、教学活动优化 
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上，教师在课堂上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且有助于学生积极性提升的方式设计教学，注重课堂教学中生成
的教学资源，并通过利用和转化，拓展课堂教学容量，让学生在
获得知识、能力和情感的进一步丰富。例如，在《伤仲永》这篇
文章的教学中，对于最后一个环节的教学活动设计，教师应当引
导学生广开言路说出自己在文章阅读中有哪些见解，而不是越俎
代庖帮助学生进行总结，并且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过程更有助于学

生思维的发散和广阔性见解和独特性看法认识的生成。例如，笔
者在这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的活动中，设置教学问题：通过这
篇文章的教学，你有哪些收获和启发吗？对于仲永最后的结局，
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随即，我引导学生在小组内
进行探究和交流，并鼓励学生说出自己更多的见解和启发，说出
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认识和看法。在我的鼓励下，部分学生
提出：伤仲永这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是天资聪颖，缺乏后天的努
力也是难以让一个人成才。另一名学生补充：一个人的成功成才，
既需要完善的个人因素，更需要良好的环境背景，环境铸就英雄
在这里是十分精准的。又一名学生补充：家庭环境是造成仲永泯
然众人矣的根本原因，忽视对仲永的培养导致了最终的悲剧。还
有学生提出：虽然家庭是根源，外界的过度奉承也加剧了其父母
的虚荣心，导致了恶性循环。最终，一名学生又提出：虽然外界
环境对仲永的泯然众人矣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其个人角度来
看，缺乏上进心和好学的品质，更是导致其泯然众人矣的根源。
通过学生的大胆讨论，学生的思维在这一活动中得以碰撞，思维
火花的出现让这节课变得高潮迭起，学生的思想深度在这一活动
中变得深刻，其思维能力在这一环节中也得以提升。 

三、教学评价优化 
初中阶段的学生，其自我意识提升，并有了一定的虚荣心和

要强的心理。针对此刻学生的心理特点，教师必须要重视教学评
价和教学反馈艺术的把握，更加注重教学评价的优化设计，才能
帮助学生在初中语文学科的学习中建立更加高涨的热情和信心。
因此，在语文学科的教学中，教师需要不断优化教学评价，让优
质的教学评价给学生更加积极的教学反馈，以促进课堂教学有效
性的不断提升。因此，教师在教学评价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教学
技巧的把握，要提升教学的丰富性和技巧性，摒弃“很好”、“不
错”等单调没有特色的教学评价，改用“你的语言真是精美”、
“你的思想十分深刻”、“这位同学的反馈和课堂表现真是令人惊
艳”、“这名同学近期的表现十分出色”等等，通过这种丰富性、
艺术性的教学评价，帮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建立更加出色的学习
效果，促进学生学习品质、学习热情的不断攀升。 

总结 
教学设计的优化是教师提升教学水平的根本措施，也是提升

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在教学设计上，教师可以通过课堂引
入的优化、教学活动的优化和教训评价的优化等方式，让学生在
课堂教学中主动学习、学会学习，帮助学生提升更加完备的语文
学习能力、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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