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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初中语文生活化教学 
◆王英珍 

（广西钦州市钦北区大直中学  广西钦州  535032） 

 
摘要：任何一门学科知识都来源于生活，最终又要回归于生活，语文学

科也是如此，实施生活化教学是新课改理念落地的体现。初中语文教学

要在生活的沃土中扎根，教师就要摆脱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积极改革
落后的教学模式，引领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知生活，在生活中学习语文，

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

因此，初中语文实施生活化教学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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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知识处处散发着生活的气息，生活中也处处有语文，二

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实施生活化教学是新课改理念落地的体现。将初中语文教学

和生活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受生活、认识生活，能
使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和谐统一。 

一、实施初中语文生活化教学的意义 
初中语文生活化教学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方式。在生活化的语

文教学中，教师不但要积极引导学生应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成为
语文学习的主人。教师在实施生活化语文教学时，还必须着眼于
锻炼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语文教师实
施生活化教学也是提升师能的需要。一，从教学理论的层面来分
析，实施生活化教学能帮助教师转变教育观念，以更好地把握语
文教学的本质和规律；二，从教学实践的层面来分析，教师在教
学实践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率、改进教学方法的有
效手段。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教材内容的特殊性，
找到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的相似点，以此作为契合点例如，该文讲
述的是子女和父母之间发生的一场小矛盾。“我”把羚羊木雕送
给了最要好的朋友万芳，父母发觉了，逼“我”去要回来，“我”
被逼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开口，让万芳把羚羊还“我”。朋友对
“我”这样的反悔，感到伤心极了。与学生的生活相近，所以我
引导学生：“你们和父母之间发生过矛盾吗？都是怎样解决的？”
起初，学生羞于表述，为了引导他们敞开心扉，相互交流，我分
享了我在读初中时与父母不愉快的故事，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也
跟着打开了话匣子。就这样，我借助学生对老师生活的好奇心理，
和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且强调了本文的主旨：只有敞开心
扉与父母交流才能解决矛盾，互相理解，愉快地生活。 

二、初中语文生活化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结合课文内容，设计生活化导入 
导入能引起注意，迅速集中思维，激发起学生自觉地探求知

识的兴趣。 
学习兴趣是直接推动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心理动因，语文课

的导入设计必须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艺术导入能激发学生的兴
趣，使儿童情绪高涨，脑细胞活动迅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因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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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主动参与到新课的学
习中去，并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例如，教学《桃花源记》时，
我设计这样的导语，同学们：从古至今，人生在世，谁能事事如
意？就包括同学们这样小小的年纪，像学习啦、与父母同学的相
处呀，是不是处处都如自己所愿呀？当自己遇到这样苦恼的时
候，你希望找到一个怎样的地方来生活呀？对，那就是世外桃源。
今天，我们就随着陶渊明的神笔来探索一下神秘的桃花源吧！这
样的导入语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发挥了学生在学习中的
主体作用，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二）教学走进文本，融入生活化内容 
自新课改实施以来，更多地倡导学习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

应付考试，更多的是掌握一门技能，并且能够学以致用。语文作
为一门人文学科更是如此，其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作为语
文教师，与其苦口婆心地强调语文有多么重要，不如将教学内容
生活化，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得法于课内，受益于课外”，

意识到语文学习的重要性，摒弃“语文无用论”。例如，《荔枝蜜》
是一篇以抒情为主的散文。一 篇好的抒情散文就像一首诗, 一
幅画, 里面充满了诗情画 意,于是我这样引导学生：你们吃过荔
枝蜜吗？你们喜欢蜜蜂吗？这样将教学内容与生活紧密联系在
一起，学生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从而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这篇课
文的讲述中。让学生懂得只有荔林的浓蜜, 才有荔花的盛开; 只
有荔花的盛开才有蜜蜂的采花和荔果 的鲜美; 只有荔果的鲜美
才引出并烘托了荔蜜的甜香; 只 有荔蜜的甜香才引出了对它的
酿造者——蜜蜂的动情。 

（三）加深感受体验，课外学习生活化 
知识与能力都是生活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总结，要想获得

正确而深刻的认知，并将之内化为自我的经验与能力，就必须到
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去实践，初中语文生活化教学，就是要让
学生走进社会生活，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知识、提升能力。比如，
在教学《苏州园林》一文时，我给学生布置了上图书室、网络查
阅苏州园林图片的预习作业，通过在具体观察和分析来把握苏州
园林的建筑特点，以便在学习课文之前就对我国的园林建筑艺
术、建筑方法及苏州园林的艺术成就等形成初步的认识，从而为
提升课堂学习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教学情境的生活化 
语文教学的问题情境创设，是指教师运用直观形象的具体材

料或营造具体环境氛围，创设问题场景，设障布疑，增强语文问
题的现场感和直觉性，借以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求知需要的
一种教学方法。把教学的重心和立足点转移到引导学生主动积极
的学习上来，引导学生由厌学、苦学变为喜学、乐学，使他们想
学、会学、善学。例如，教学学《散步》一文时，当我们学完课
文之后，了解到课文表达的“尊老爱幼”的思想，我们的学生从
小就要传承中华民族这一优良的传统。那么上完课文之后，我们
可以设计让学生在身边发现和搜集这样“尊老爱幼”的故事的作
业。通过这样的作业，让学生将课内知识，发展成课外的延续，
让他们更深的体会到亲情的美好。另外，还可以设计探究性、交
流性、参观性的生活化作业，引导学生去研究身边的生活，关注
社会动态，在生活中学习。这样的课外作业，既培养了学生的听
说读写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又使学生感到学习语
文是一件十分有用、有趣的事情。让学生沉浸其中，并且爱上语
文，爱上语文课堂，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成为一
个热爱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