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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 在初中语文课堂上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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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市汉寿龙池实验中学　湖南　汉寿　415900

摘　要：语文是初中的核心学科之一，提高语文的学习能力，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农村

地区，更要不断提升初中学生的语文自主学习能力，以学生为主体，围绕语文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对其进行自主学习，对问

题独立思考，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需对学生正确引导，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以此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达到

良好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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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意识

现阶段，我国教育改革中，明确指出在教学中以学生为

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转变学生的学习意识，让其

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在农村初中教

学时，学生大多爱动，因此，教师围绕着课堂教学时，与学

生进行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可以主动参

与学习，有效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并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需改善自身的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该方式有效转变自

身的意识，提高学习能力。例如，以初中语文《雨的四季》

为例，教师在讲述该篇文章前，可以以问题的方式，让学生

进行思考，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习惯。如，教师询问学生在

其认知中雨的四季景象，根据四个季节，让学生对雨展开描

述。通过学生的回答，对其进行总结，并引导学生逐渐对课

文进行讲解。教师在讲解过程中也可以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

让其带着问题对文章学习，促使学生对有关问题能进行独立

思考，增强其学习的意识。在文章讲解完成之后，教师让学

生阐述自己的想法，增强学生的表达能力，对于出现问题的

答案，教师给予正确的指导，让学生掌握全篇的知识内容，

有效影响学生的自主学习，关系着学生能力的培养，以此促

进学生的良好发展。

二、采用小组合作方式，开展讨论式教学

在利用传统教学模式开展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占用大部分课堂时间进行讲解，而学生只能被动听讲。

结合初中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学生的心智尚不成熟，难以集

中注意力，同时传统的教学方式较为乏味，难以有效提高学

习效率。当开展讨论式教学时，可充分利用小组学习方式，

缩短学生之间的距离，加强学生之间的讨论，使其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例如，在《傅雷家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将

全班学生划分为多个小组，并为学生布置个性化任务，主要

有朗诵课文、小组代表即兴演讲等，在各小组完成任务之后，

让其他小组评价，由此培养与增强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

三、自主学习中的成果展示

教师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时，需教会学生如何自学，

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以及技巧，使其在自主学习时可以将

有关知识内容学会并掌握，提升自身的学习水平。

首先，教师需教会学生如何“听”，在课堂期间，要求学

生学会听讲，对重点的内容进行记录，有利于学生在课后更

好复习。并且在“听”的过程中，要学会区分重难点，对教

师所讲的内容提取关键词，对其进行复述，便于学生在课后

学习时能做好补充，提高学习效率。

其次，教师需培养学生“说”的能力，教会学生如何表

达，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对课文进行朗读，注意朗读的事项。

在朗读中慢慢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增加自信心。然后教师

在对文章讲解完成之后，要求学生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同

时应当与学生多进行沟通交流，让学生对教师不再惧怕，有

效提高学生在课堂中回答问题的勇气。在学生表达的同时教

师也要对其进行鼓励，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以此达到学生

主动说的目的。

最后，教师要提高学生“写”的能力，让学生学会书面

表达，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丰富其精神世界，培养其写作

能力。因此，教师要求学生观察生活以及周围的事件，积累

写作素材。同时教师要求学生多阅读课外书籍，增加学生的

知识储备，拓宽其视野，有利于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思想更

加丰富，并让学生喜欢阅读，喜欢写作，使其养成良好的习

惯。在阅读完之后，可以随笔写下阅读感受，大大提高学生

的写作水平，以此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四、激发随堂练习的兴趣

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增加其学习的动力，使其能够做到主

动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

可以更加享受，并全部掌握。因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

应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的趣味性，教师可以定

期举行相应活动，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例如，教师可以举行

语文的知识竞答，让所有学生都参与其中，根据学生所学习

过的内容，如，一句话的写作手法、某篇文章的作者及背景、

文言文的背诵等等。教师将学生分组进行抢答，最后获得积

分多的组获胜，并给予相应奖励，以此对学生进行鼓励，提

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热情。在以后的学习中会更加积极主动，

增强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让学生参

与实践活动，组织相应的小组活动，为学生设定具体的主题。

例如，以新闻采访为例，教师在对有关文章讲解完成之后，

让学生对新闻采访有初步的了解。然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以“印象最深的出游”为主题。采访的对象可以是教师，

也可以是学生，可以自行设置有关的问题。在采访完成后，

形成采访报告，教师再对其进行有效点评。通过该实践经验，

增强学生的乐趣，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同时为其提供良好

的条件，促使学生可以充分展现自身的能力，促进学生良好

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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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朗读激发学生学习语文兴趣的

语文教学中可以营造朗读情境，形成良好的朗读氛围，

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朗读中。

（一）教师范读促进语文学习

美国心理学家梅拉列斯在研究中也发现，学生接受信息

的总效果有 55%来自面部表情。于漪在《往事依依》中写到

“国文教师教古文喜欢大声朗诵……爱国情怀油然而生……我

就是从那时开始爱读辛弃疾词的。”代课老师教新文学时“进

入了角色，那深深感动的神情凝注在眼睛里……我对新文学

更有兴趣，读了许多有名的中外小说，开阔了眼界，使自己

的心与时代更加贴近了。”可见教师的范读渲染了课堂的氛

围，影响了学生对诗文的理解，甚至影响了学生的人生方向。

（二）学生听自己的朗读录音

学生听自己的朗读录音，会发现朗读存在的问题，改进

会更迅速，朗读水平提高很快。路同学非常喜欢朗读，上课

也喜欢主动朗读，但是同学们经常嘲笑她，模仿她，因为她

朗读时像唱歌，喜欢拖音。有次朗读比赛，她信心满满，但

是评委同学仍然没给高分。路同学自此不再举手，不再朗读。

我发现后和她交流，指出让她改变拖音，但是她还是很困惑。

我让她回去听听朗读比赛时我给她的录音。在另一次的演讲

中，同学们给她热烈的掌声，同学的评点是不再拖音。在路

同学的作文中，我知道她的改变就是反复听自己的朗读录音，

一次次录，一次次改变，终于她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缺点。她

对朗读更加喜欢，对语文学习更加投入。

（三）运用多媒体创造朗读情境

教学时，可以选择与教学内容相符的音乐，用图画展示

情节，通过声画融合，学生感受到朗读的氛围，更能声情并

茂地朗读，深入体会了文章的主题思想，更易产生情感共鸣。

总而言之，在农村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成为重要的一部分，学生具备自主学习的习惯，才会

不断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丰富自身的知识面，拓宽思维。

教师需为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发

挥其自身的潜能，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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