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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如何转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方式
贺　丽

贵州省贞丰县第六小学　贵州　贞丰　562200

摘　要：如今虽然推行了新课改，但整体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本文重点探究语

文课堂教学转变策略，希望为语文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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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坚持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并要将其在课堂教学

活动中凸显出来，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切实提高语文综合素养。为此，语文教师应冲
破传统观念的约束，自主学习新课标，正确认识新理念，努
力寻找新的教学模式，有效迎合学生的实际需求。

一、转变课堂教学的现实意义
因传统教学观念的作用，一些语文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活

动中不重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笼统教学，所采用的教学模
式也较为单一，为追求更高的成绩，在题型讲解中，缺少技
巧性讲解，较为重视最终的答案，通常依照既定答案，面向
学生进行固定化引导，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语文学
习自主性，最终的课堂教学效果也不理想。但新课改的逐步
深入，使得传统语文教学较为沉闷的学习方式发生了一定的
转变，表现出了全新的生机，并面向语文教学提出了严苛的
标准。为进一步提升语文教学质量，要求语文教师应依照教
学目标、内容和学习需求，以教学理念、方法和素质培养为
切入点，逐步改进语文教学现存问题，帮助学生创建理想的
学习氛围，引导学生自主参与课堂教学。简而言之，基于新
课改，语文教师应做好课堂教学转变。

二、具体的转变策略
（一）学习新课标，认识新理念
首先，在教学观念上一定要明确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应

全面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语文学习自主性，
重视所用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通过教学活动有所收获，不断
提升自身的水平。不允许在陌生的情境下进行满堂灌，也不
允许只关注课堂设计形式而忽略最终的教学效果。其次，基
于新课改，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占据着主体性位置，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时刻注意以学生为主体，增进教学活动中的沟通
交流，转变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使用讨论教学法、对
话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合作探究教学等教学方法为学生构
建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思考，使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积
极加入到问题的讨论探究中，增强学习体验。在此过程中，
可利用实物或者多媒体等进行直观演示，借此来深化学生的
理解，引导学生大胆质疑，主动探究未知世界。

（二）搭建新课程体系
传统小学语文教学课堂形式较为单一，仅靠教师口述结

合板书开展教学，教学较为无趣，新时代小学生对此类“填
鸭式”教学接受程度较低，难以开拓思维。且课外语文形式
较为单调、刻板，以背诵课文、抄写生字词等为主，学生抗
拒心理较重。小学语文教师应当依据新课改背景下学生特点
搭建新课程体系，丰富第一课堂的内容，搭建集课本课堂、
阅读课堂、写作课堂于一体的新课堂，各种课堂类型相互补
充。增强对语文常识的指导，提升学生的语文常识素养，引
导学生加强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并教导学生合理运

用知识展开写作实践，实现语文知识的积累与升华。
同时，构建第二课堂辅助开展语文教学。教师可从学生

关注的潮流出发，组织新颖、有趣的学习活动。如开展比赛
式教学，通过辩论赛、朗诵赛、知识比拼等形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活跃学生思维，考查学生学情。可结合社会热点
开展教学活动，如借鉴《汉字听写大会》《国风少年》等学生
喜爱的节目形式，从班级学情出发设计教学活动，通过有趣
的教学活动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学习
环境中获取语文知识能力。

（三）构建适宜的学习情境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非常容易对新鲜事物产生好奇。

为提升语文教学效果，广大教师应为学生构建适宜的学习情
况，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通常学习情境构建由多种方法，
教师可依照教学目标，并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对应的方法，
可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创造生动、形象的学习氛围，以此来提
升语文教学效果。

（四）由“独自学习”转为“合作学习”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而且主要是班级为单位开

展学习，学生之间有很多的机会相互了解、相互沟通，在学
习上也会协同互助、共同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种相对较为偏激的心理，也就是将班上
的学生都当做自己学习上的竞争对手，不愿与他人分享自己
的学习经验与心得体会。合作学习不仅不会影响个人的发展
与进步，还会提高个人的学习效果。在现实教学中，学生之
所以如此在意成绩，更多是受到学校、教师以及家长的影响，
但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成绩已经不能成为衡量学生学习效果
的唯一标准，教师也必须要及时转变教学观念，多开展合作
教学，引导学生由“独自学习”转为“合作学习”。

（五）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
为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多样性，应提供更多的自由

空间，以供学生自我展示，引导学生主动表达内心的想法。
虽然某些学生的想法可能并不成熟，但教师也不要直接否定，
相反，应对学生进行鼓励，让学生以另一种思维来思考和探
究问题。此种教学能够大大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还会让
学生在学习过程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

总的来说，基于新课改，语文教师应调整现有的教学模
式，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创建更多丰富有趣的教学情境，
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增强他们的语文学习能力，最终将其
培养为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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