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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管理效率策略
冯飞莲

广西贺州市钟山县回龙镇东凤完小　广西　贺州　542600

摘　要：提高课堂教学管理效率是每位教师希望在教学实践中实现的目标。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效率，教

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教学内容不宜过多，课堂环节不宜过满；掌握高效率时期，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注重学生

课堂表现，促进学生积极思考；重视实践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和巩固练习；利用现代视听媒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动

起来，积极参与课本表演；运用科学的评价机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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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不宜过多，课堂环节不宜过满

古人云：月满则缺，水满则溢。作为教师，我们太想在

一节课中让学生学会更多知识，希望每一节课都内容充实、

环节紧凑。但是课后我们反思自己的教学，往往会发现事与

愿违，学生根本没记住或者没学会。小学生年龄小，好动是

天性，想让学生每节课 40 分钟都紧跟教师完成每一个环节、

理解消化所有内容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他们的身心发展规

律。教师应相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跟他们做个游戏，

缓解他们的学习疲劳。简言之，一堂课太满了，教学效率反

而降低，教师要留出一定的时间给学生思考，一堂课至少要

留出五分钟给他们适度放松，或游戏，或做课堂操，以保证

每堂课的听课效率。

二、关注学生课堂表现，促进学生积极思考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踊跃参与、积极表

现的学优生，更要关注学困生的学习状态，关注他们在课堂

学习中与教师的互动、自主学习的情况、小组合作中的学习

表现、参与讨论问题的热情、学习思考的过程等。

例如，在教学《狼牙山五壮士》一课时，教师提出讨论

的问题：“课题为什么叫‘五壮士’？”学优生通过查找资料、

翻找课外书籍等方式积极寻找答案，而部分学困生等着教师

讲，静默不知声，甚至不参与思考。这时教师要通过提醒、

表扬等方式，促进学困生思考，以此提高课堂教学管理效率。

三、抓住高效率时间段，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

学生的课堂学习是有时间规律的，在不同时间阶段，学

生的理解能力、学习兴趣会有所不同，这也直接影响他们的

学习效率。抓住每天的高效学习时间段，抓准每节课的高效

时间段，对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将会有很大帮助。按照一般规

律，一天之中学生上午学习效率较高，下午学习效率较低；

夏季学生的精力相对不足，容易在下午时犯困，冬季下午学生

比较懒散。所以，教师在安排教学课时的时候，应尽量把新授

课的内容放在上午，下午的教学要多加活动、多加游戏，或以

练习为主，这样的安排比较合理，教学效果也比较好。考虑到

学生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不是很长，很容易疲劳、懈怠，所以，

上课伊始应在前十分钟讲些重要的知识，之后的时间里可以带

领学生或者做游戏，或者动动手，或者唱唱歌，或者读读书，

缓解一下学生学习的倦怠情绪，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四、利用现代化电教媒体，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

合理地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

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现代化电教媒体具备显著的优势：

一是能有效增大每一堂课的容量，不仅能把知识更多、更快

地传授给学生，还能节约时间，提高课堂教学管理效率；二

是直观性强，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化抽象为具体，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三是有利于

对整堂课所学内容进行回顾和小结。在教学中，教师要通过

直观教具，刺激学生的大脑，使学生能够兴奋起来，在大脑

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

例如，在教学《乌鸦喝水》一课时，我利用动画播放乌

鸦喝水的过程，还引导小组学生动手做一个喝水实验，让每

小组同学都找来细口长瓶，学着乌鸦往水里放石头，然后加

入红墨水，这样学生就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实验和课本内容上。

教学结束后，我布置学生写一写实验感受，这样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

五、重视讲练结合，强化巩固练习

在课堂教学中，练习要围绕“突破”二字下功夫。一般

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基础性练习。新授课前教

师要明确基础性练习的目的，充分考虑学生的学情，提高练

习的针对性。2. 操作性练习。通过画、剪、拼等操作手段，

寓教学于实践中，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又锻炼学生的形

象思维。3. 针对性练习。新授课进行针对性强的单项训练，

如句子的训练、短文的训练等，要在如何突破难点方面做文

章。4. 复述性训练。学生用语言复述课文的精彩片段，完成

古诗文背诵的任务。5. 巩固性练习。对知识加深理解并转化

为技能技巧。6. 比较性练习。通过寻同辨异，加深理解。可

以通过寻找知识的共同点或不同点，在对比中加深理解，以

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7. 变式练习。克服思维定势，一题多

变，拓宽思维，加强对基本概念、公式定理的理解与运用。

8. 拓展练习。通过练习发展思维、培养能力，把新知、旧知

有机结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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