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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以生为本  提高课堂效率 
◆谢  莉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实验小学  514600） 

 
《新课程标准》中强调语文教学是语文活动的教学，是师生、

生生之间互动交往与共同发展的过程。语文活动课以培养学生的
“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为目的，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那么，该如何做到“以生为本”打造高效课堂？笔者认为可从四
个“注重”入手：  

一、注重激发学习兴趣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语文课堂教学能否使学

生产生浓烈的求知欲，兴趣是其喜好听课的动力源。语文课的导
入设计必须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的注意力得到高度集
中，感知力、理解力和创新力都处于最佳发挥状态。学生的学习
热情高涨，就能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去，并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如在教学《锡林郭勒大草原》前，我先播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为背景音乐的美丽草原图，那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草原、那明镜似
的清澈见底的湖水、那鲜艳的各种各样的野花、那奔跑的黄羊、
玩耍的小马驹等等，婉转抒情的乐曲、色彩明丽的画面，让学生
直观地感受到草原的美丽而热闹，很快就把他们的注意力给吸引
住了，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趁热打铁，我说：“同学们，锡
林郭勒大草原不仅美丽，而且还是个欢腾的世界，让我们一同去
看看吧！”这样，学生就会入情入境，与课文产生共鸣，为理解
课文内容作了铺垫，语文课堂也充满了活力，起到事半功倍的作
用。 

二、注重加强实践活动 
《新课标》指出：课堂的舞台上，主角将不再是教师，而是

学生。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引导者。没有学生
积极参与的课堂教学，就不可能产生高效率。语文课堂教学中，
要积极创设条件，提供机会，经常启发学生动手、动口、动脑，
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跳一跳才能摘到桃子，才能使学生
始终处于一种最佳学习状态中。积极为学生展示才华搭设舞台，
比如，唱一唱、跳一跳、演一演，画一画、玩一玩等等。既可以
搞词语接龙，也可以猜谜语；既可以搞书法比赛、朗诵比赛，也
可以搞演讲比赛、辩论赛；既可以点评推荐佳作、概要介绍名家，
也可以进行作文竞赛、模拟表演；如教学《桂林山水》一课，当
讲到“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
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时，我说“仔细品读，
你能想象出它们的其他各种姿态吗？把你的想象用你喜欢的方
式表达出来。” 有的学生动情地朗读，有的拿起水彩笔画出来，
桂林的山已在他们的头脑中鲜活起来了。又如，学了《吹泡泡》
一课后，我也让学生准备好肥皂水，组织学生吹泡泡，试着用冰
心奶奶的方法体验吹泡泡的快乐，感受肥皂泡的美丽、神奇。接
着指导学生说说吹泡泡的过程，再写下来。在课堂上我经常进行
这样的练习， 通过这些训练，能促使学生尽量发挥自己的智慧
和能力，在自主学习中掌握知识，形成技能。课堂教学中充分调
动学生的多种感官，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真正动起来，成为学习
的主人。 

三、注重培养自学能力 
学生自学能力的形成是教学中的一个重点，而自学能力的形

成过程中离不开读的训练。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
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默读、朗读、个人读、齐读、小组读、配乐
读等等。引导学生有目的地、形式多样地、 反复地、正确地读，
就会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学生对语言的理解领悟能力会得
到提高，语言的积累也会越来越丰富，并且自觉地运用，从而形
成良好的语言习惯，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如在教学新课之前，
我常常要求学生先按自学提纲读课文，内容一般包括：1、初读
课文，勾画生字词，略知大意；2、利用工具书，联系课文理解
字词，读准字音，记住字形；3、细读课文，边读边想，对课文
进行圈点批注；4、精读课文提出疑难问题，品味欣赏作者写得
精彩的部分。学生自学时，老师可以挤出更多的时间进行辅导督
促，特别是后进生的个别辅导。老师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
一对一的辅导。在自学过程中逐步教给学生自学的方法并形成能
力。在精彩文段的教学中，也设计好自学提纲，供学生自学，如
在教学《庐山的云雾》的第 2 自然段：“庐山的云雾千姿百态。

那些笼罩在山头的云雾，像是戴在山顶上的白色绒帽；那些缠绕
在半山的云雾，又像是系在山腰间的一条条玉带。云雾弥漫山谷
时，它像茫茫的大海；云雾遮挡山峰时，它又像巨大的天幕……”
这一自然段,我就设计如下自学提纲: 

1、边读边思考这一自然段主要讲什么？ 
2、用“——”画出中心句，读读想想中心句与其他句子有

什么关系？ 
3、用“===”画出比喻句，读读想想句子中把什么比作什么？ 
4、段中的省略号表示什么意思？想想庐山的云雾还有哪些

姿态？ 
5、这一段应该用什么语气读。 
这些自学提纲，不但把第 2 段的内在知识挖掘出来了，而且

由于老师设计的提纲切合学生的实际，比较容易解决，学生能从
中感受到学习的成功，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比
较快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习惯，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四、注重培养创新意识 
江总书记讲过：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

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
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
能的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目前，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
缺少主动性，不善于独立思考。具体表现为：上课学生不提问或
者很少提问。质疑问难多是在老师特定的教学活动中提出问题，
或在学习开始，老师问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或在学完之后，
老师问还有什么问题不懂的？这时候学生才提问。提出的问题，
有的不了了之，有的对付过去，有的学生是为提问而提问，这种
提问有时流于形式。常常是老师讲学生听，老师问学生答，老师
布置作业学生做，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做，学生是被动地学，他们
在学习过程中很少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习惯于人云亦云，随波
逐流。而老师总是要把学生的认识统一到一个标准答案上来。因
此，小学语文教学要注重培养 

在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方面，我想要抓以下几点。 
1、要营造一种民主、和谐、师生平等的课堂教学氛围 
新课程强调：“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互动，是师生双方的

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和相互补充。”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
验和观念，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达到共识、共享、
共进，实现教学的相长和共同发展。只有当课堂里有了良好的师
生关系，有了师生合作的情境，师生间、同学间才能经常进行讨
论与探索，提出评价，寻求结果。所以，要重视建立民主、平等、
朋友式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要营造一种民主、和谐、师生平
等的课堂教学氛围，要使学生明确，在文化科学知识、在真理面
前是人人平等的，从而不迷信成绩好的同学，不迷信老师，不迷
信一切。只有这样，才能面向全体学生，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的学生提供恰当的学习、交流、展示、提高的机会。 

2、教师要善于启发引导学生思考 
俗话说：“学贵有疑。”古人也说过：“学起于思，思起于疑。”

一个人，只有先有疑惑，并且积极主动去研究探索才能有创新。
比如:听人讲话要想一想，你认为他讲得对还是不对。对，为什
么是对的？不对，错在哪里？怎样才是对的？好还是不好，好在
哪里？不好在哪里？你同意他的说法吗？为什么同意？不同意
又是为什么？在语文教学中，就需要老师结合课文的教学，抓住
有利时机，运用自己的教学智慧启发、引导学生动脑筋思考。经
常训练，一定能够培养学生质疑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高独
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3、要让学生有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要注意发挥学生主动学习的精神，要鼓

励学生敢于质疑问难，善于动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既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要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既要注重教师的引导启发，又要给学生充分的
动手、动脑的时间，给学生充分的交流、讨论的空间。如果能从
四个“注重”入手，相信一定能够构建“以生为本”的高效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