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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创新教育 
◆胡轶宏 

（大同十九中  山西大同  037005） 

 
摘要：本文就语文教学的创新提出几点体会：首先是教师教育观念的更

新。其次是教学手段的创新。 后是教学方法的创新：1、课前教给学生

自读方法，学会读书。2、课中创造宽松的课堂，鼓励学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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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给予革新，
或是创出前所不曾出现过的。新时代创新已成为必然要求，所以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对老师提出的更高的要
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
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创新教育需要渗透到各科教学中，
语文学科也毫不例外。那么如何把创新教育巧妙、有机地渗到语
文教学中，并为语文学科教学服务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教育观念更新 
新时代教育需要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根本目的，以能否有效

地培养创新能力为衡量教育成败的 高标准。作为教师必须要有
现代的教育观念，实行由“以书本为中心”向“以学生的语文实
践为中心”，由“以课堂为中心”向“以发展学生的智力、提高
学生的语文素养为中心”，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的全
面发展为中心”的观念转变，牢固树立正确的教材观、学生观和
教师观。观念的转变是艰难的，需要过程，解放课堂，建立新课
堂的道路是漫长的，需要所有教师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二、教学手段创新(利用多媒体) 
随着信息技术的大冲浪，新时代电脑真实地走进我们的生

活，它几乎无所不包，于是单调的课堂一下子变得有趣了，学生
走进了多媒体教室，尝到了课件教学的甜头，它容量大，效率高，
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五彩的画面、神秘的背景、亮丽的色彩、
奇妙的图形、清晰的知识结构图、出奇不意的拓展延伸，都激起
学生极大的兴趣，进而激发他们对知识的接受与创新，达到提高
课堂质量。 

但是，我们必须从可能取得的 佳教学效果来确定现代教学
技术和传统教学手段的优劣。我们不能因为现代教学手段具有先
进性的优势或在施教一些教学内容时的突出效果而笼统地要求
教学中必须运用它，毕竟它还存在着教学效果不如人意的地方。
我们也不能因为传统教学手段在施教某些教学内容时的突出效
果而抱着不放，不去积极地运用现代教学技术进行教学。紧跟时
代，不忘传统，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也是我们应持的态度。 

三、教学方法创新 
（一）、课前教给学生自读方法，学会读书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思维训练的过程。教师的灌输永远替代不

了学生自己的思维。教师与其千辛万苦地越俎代庖，费力讲解，
不如教会学生读书，夯实思维能力的基础。教师应当相信学生，
在关键处指导学生， 大限度的引导学生，让他们有自由发展的
空间，时间。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创造性。 

1、指导学生手脑并用，进行自读。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
生边读边想边圈、划、勾、点、批注，养成自读习惯。 

2、指导学生运用工具书查资料，进行自读。引导运用工具
书的好习惯，通过查找，在主动中学会知识，掌握知识，促进知
识和能力的发展。 

3、指导学生综合归类，进行自读。指导学生运用综合归类
读书，就是教会学生掌握理解词语的基本规律，掌握分段规律，
弄清文学脉络；掌握质疑、评析、鉴赏文章的方法。 

4、指导学生研讨，进行自读。教师有目的的引导学生，多
动手，多思考，多讨论，多分析，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欲望，从而
积极主动地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成为知识的探索者
和发现者。 

（二）、课中创造宽松的课堂，鼓励学生创新 
课堂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阵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

要改变“教师中心”、“教师权威”的观念，变师生关系为朋友关

系，把“讲台”搬到学生中间去。在创新教育的课堂教学中。不
能只要教师的活动，学生必须参与。要有学生充分动脑、动手、
动口的时间和空间，创造一个宽松的课堂，使课堂气氛变的和谐、
活跃，鼓励学生创新。 

1、让一言堂变成群言堂，激发学生创新 
学生习惯教师代劳一切，学生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直线下降。他们总期盼别的同学来发言，然后都举手赞
成，所以答案总是唯一的。其实语文教学中有很多地方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只要有道理、合乎逻辑就要给予及时肯定，不要在
他们发言的第一次就扼杀他们的创新能力。阅读一篇课文，不拘
泥于一种成型的看法，多角度来思考琢磨，使学生的思维严密、
全面、深刻、灵活。推而广之，看一切事物、事件、分析人物也
就都能从不同角度去提炼、研究，以激发自己的创新意识。 

2、提供自主形式，关注自主创新 
关注自主创新的过程，其 佳手段是优化课堂教学中的反馈

与评价。学是核心，导是关键，评是学生求知的催化剂。教师的
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课堂提问的梳理精当，而且体现在处理反馈
信息的应变能力上。评价是教师对学生学习结果反馈的重要途
径，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让学生了解自己与目标要求的距离，还
应通过评价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坚定学习的自信心，交流师生
情感，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当学生答错问题时怎么处理？是鼓
励引导、点拨开窍，还是训斥挖苦，简单的否定，甚至罚站？前
者能使学生感到老师态度诚恳，评价中肯，自尊心受到了保护，
进而产生“亲其师而信其道”的求知冲动，以良好的心态进入学
习探索中；后者则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挫伤学习积极性。因此，
反馈和评价，不仅是学生认知过程的需要，更是开放式教学和融
洽师生情感的需要。 

3、引发发散思维，给创新插上翅膀。 
语文课本中古今中外名篇佳作颇丰，内容上有自然美、社会

美、艺术美、科学美；形式上则有结构美、节奏美、语言美。所
以教师可以用适当的问题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欣赏、体味
这些名篇，使学生获得身心的陶冶和情趣的升华；使学生的创新
不仅仅局限在课文内容上，而且可以拓宽到课文的深处。 

4、启迪学习兴趣，打开创新大门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

乐知者”。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的不是强制，而是激
发学生的兴趣。”由此可见，兴趣是学生探索追求知识的动力，
兴趣对求知对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刺激学生的兴趣，教
师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要积极大胆引导学生走出课文、走
出课本，深入生活、深入社会，让学生潜在的创新意识得到充分
激发，拓宽学生学习语文的视野，为创新打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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