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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在课堂中闪光
胡彩娟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实验学校　江西　进贤　331700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

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重学

生的个体差别。语文课堂要焕发生命活力，就要让学生在课

堂上彰显自己的个性。

一、创设生动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乐趣中学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有了兴趣，才会产生强烈的

求知欲，主动地进行学习。我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力求做到

让学生变得鲜活，让学生学得兴致盎然，使学生在语文学习

中享受学习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当以课堂教学作为主导，并且

注重课外活动的教学，这是小学语文新课改的要求。小学语

文课外活动具有多姿多彩和多样化的形式，像是游戏、参观、

作文展览、书法、建立黑板报、讲故事，朗诵比赛等等。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人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活动的心理倾向，

是引起和维持人的注意力的一个重要内部因素。一旦学生的

兴趣激发出来，教学就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二、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让学生全面展现自我

新课标强调：教学活动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因此，教师

在课堂上要巧设问题，引导学生，点拨学生的思路，学生要

通过自己的活动，获取知识。所以说，课堂舞台上的主角不

是教师，而是学生。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儿童的智慧在他的

手指尖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儿童多动手操作会促进智力

的发展。从脑的结构看，人的大脑皮层的各种感觉和运动部

位中，管手的部位所占面积很大，所以手的运动能使大脑的

很大区域得到训练。

三、放飞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

在语文教学中，构建语义的理解、体会，要引导学生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大胆的各抒己见。教师应因势利导，让

学生对问题充分思考后，学生根据已有的经验，知识的积累

等发表不同的见解，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辩论。这样的课，

课堂气氛很活跃，教师也毫不吝惜地让学生去思考，争辩，

真正让学生的思维在无拘无束的讨论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给课堂教学注入生机。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朗读，让课堂教学“活”起来

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教师的语文感悟，教

师的语言生动形象，富有文采，那就象丰富的矿场中闪烁的

颗颗耀眼珍珠，光彩夺目，让人喜爱。教学中讲故事、说典

故、谈轶事、读美文，纵横几万里，上下几千年，用丰富的

新颖的内容吸引学生，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打动学生，把学生

引入广阔的语文天地。

老师的教学语言不仅要生动形象，具有激发性和感染力，

点燃学生心中的情感之火，还要讲究轻重缓急的节奏，丰富

多彩的内容，抑扬顿挫的语调，富有美感，“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有声的语言与无声的语言结合为主体语言，声情并

茂，“一石激起千重浪”，波动学生的心弦，引起学生的感性

共鸣，使学生与作者的感情沟通，引发学生的探求热情，使

学生“感知”、“求知”，全身心地投入语文学习中，忘身于课

文所展示的情景。

五、尊重每一位学生，让学生品味成功的喜悦

热爱学生，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让他们都感受到老

师的关心，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教师应该有

一双善于发现的学生的“美”的眼睛，留心学生某一方面的

优点、亮点，引导他们参与合适的学习，发挥他们的特长优

势。如果教师的冷淡、责怪、不适当的批评往往都会挫伤学

生的自信心，而一旦丧失自信心，那么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就

会大大削弱，当然对语文学习也就提不起兴趣了。

如何有效提高弱势群体的学习积极性呢？我在教学实践

中尝试了分层教学，即经常让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回答一些

很浅显的、在书本上很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做一些简单的

基本题和练习作业，如果答对了、做对了或者答对了、做对

了其中的一部分，就立即加以表扬，表扬他进步了。

例如：“其实你很聪明，只要多一些努力，你一定会学得

很棒。”“这个问题你说得很好，证明你是个爱动脑筋的学生，

只要努力，你完全能学得好”“你的看法很独特！”诸如此类

的评价，不但承认了学生的进步，而且强化了学生的进步，

并使学生在心理上也感受到进步。由此喜欢上语文老师，也

喜欢上语文课。

例如，教师在教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篇文章

时，应当以讲解爱国主义作为核心，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的高尚情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这

样教学能够有效地实施素质教育。总之，要让我们的语文课

堂充满活力就一定要把它变成学生乐于学习的场所，把学习

的权利还给学生，让他们的个性在课堂上飞扬。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生

的学习兴趣是其主动进行知识和能力意义建构的前提条件。

现行的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如儿歌、童话、寓言、故

事、小说等体裁占较大比例。儿童文学的阅读有利于学生夯

实语文基础知识，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审

美观。

总而言之，学生既是教学的对象，又是学习的主体。因

此，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关键在于教师能否切实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学习

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