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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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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小学阶段课业过重的问题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和接受是有限

的，如果盲目地给他们安排太多的学习内容，而不考虑他们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就不能达到获得知识的目的，也会对学生的

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简要分析了“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的现状，从课堂导入、课堂施教和课后作业三

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教学策略，希望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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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ategies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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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homework in primary schools in my country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ir mastery and acceptance of knowledge is limited. If they are blindly arranged 
with too much learning conten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ir acceptance of knowledge，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knowledge will not be 
achieved， and it will also be harmful to students. adverse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and gives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from three aspects： classroom introduc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fter-school homework， hoping to play a 
certain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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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的教育观念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极大

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小学语文教学的变化主要体

现在教学模式的变化上。现阶段，我国进一步推广了人性化、

趣味性的教学方法，大多数专业人士更关注减轻小学语文学

习负担。减负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提高学生学习

效率的同时，可以有效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大大提高小学

语文教学成效。

一、“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的现状

明确减负增效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的现状，才能在此基

础上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索，进而能够给出更具有针对性

的教学策略和方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通过相关的

调查研究发现，减负增效背景下，更多的教师开始改变滞后

的教学理念，优化教学过程，整体教学效果有所提高，但仍

旧存在一些问题，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教学方法单一。通过课堂调查研究发现，现阶段很多小

学语文教师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仍旧以讲述式的方法为主，

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辛苦，整个课堂枯燥、乏味，学生

感受不到语文的精彩和魅力，对语文的学习存在误解，很多

知识都是考完试之后就抛到脑后了，学习的价值得不到有效

的体现，这样的课堂，学生、教师都感觉压力大，效果也不

尽人意。第二，教学内容单调。据调查，受传统教学理念的

影响，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仍旧是以考试取得

好的成绩为教学标准，教学内容也仅是考试的一些内容，教

材是唯一的参考，为了考取好的成绩，学生、教师的压力也

是非常的大，这样的教学，不仅影响学生的拓宽学习视野，

而且也很难满足新课程标准的新要求，教学效果不得而知。

第三，学生的想法和意见得不到有效的表达。很多时候，一

些小学的语文课仍旧存在教师主体的现状，也就是说，教师

在不停地讲，学生被动接受，被动地听和记，虽然一些教师

设置了提问、回答、讨论的环节，但形式化、模式化明显，

以正确答案为标准，学生的想法、建议得不到有效的展示和

肯定，学生感受不到学习语文的意义，为了正确答案，学生、

教师也是压力重重，这样的教学模式，影响了学生的自由和

想法，不利于学生的综合发展，亟待改善。

二、“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的策略

（一）课程导入多样性

课堂导入作为课程教学的伊始，导入的质量，导入的方

法，导入的效果直接决定了接下来的课堂教学，毫无疑问，

高质量、精彩的导入能够很好地吸引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

让学生产生一探究竟的想法，有继续学习的热情，从“要我

学”的被动学习状态转变为“我要学”的积极学习状态。此

时，再展开小学语文课程内容的教学，自然能够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因此，教师要加强对课堂导入环节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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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改变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单调导入方式，而是能够通

过精彩的音视频、图片等资源，幽默诙谐的语言，新闻实事，

生活资源等来导入课程教学，尽可能地丰富导入的形式，让

学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接下来课

程内容的教学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例如，在教

学《爬山虎的脚》这篇文章时，就可以悬念式的提问导入课

程内容的教学：“爬山虎是动物吗？如果不是，那它为什么会

有脚呢？爬山虎的脚有些什么特点呢？”这一系列问题的提

出，也让学生产生了疑问，有了一探究竟的想法，此时带领

学生进入文章内容的教学，学生当然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

与，能够为接下来文章内容的学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又如，

在教学《富饶的西沙群岛》这篇文章时，就可以视频的形式

导入课程内容的教学，即上课时可以为学生播放有关西沙群

岛的视频资料，通过视频，让学生真切地感受西沙群岛的美

丽景色，接着再提问：“大家知道西沙群岛在哪里吗？有没有

人去过呢？你们还见过其他地方的美丽景色吗？我们要怎么

去保护这些美丽的景色呢？”带着这些疑问，展开接下来内

容的教学，学生都能集中精力的听和学，自然能够通过比较

轻松的过程，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有助于减负增质教

学效果的实现。

（二）课堂施教多样性

课堂施教作为整个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施教的方

式方法，施教的内容，语言，形式都会对施教的效果产生直

接的影响。减负增效的时代背景下，要求教师尽可能降低学

生学习压力、课业负担的同时，要努力地提高教学的效率和

效果。这就需要教师能够加强对有限课堂教学时间的利用程

度，让课堂 40 分钟尽可能的精彩、高质，让学生能够全身心

地投入进来，积极地听，认真地学，实现知识的消化吸收，

得到印象深刻的优质学习效果。此时，就需要教师改变“教

师讲，学生听”这种“一书一笔一板书”的单调教学方式，

而是能够将新时期背景下诞生的情境教学、问题探究、故事

导入、实践活动、角色扮演、信息化教学、任务驱动、游戏

竞赛、联系生活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有效地导入其中，并做

到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优化、创新，这样一来，整个课堂变

得更加异彩纷呈，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看到了学习语文的

精彩、魅力和意义，自然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这样的

学习状态，学生自然感觉压力不大，也能够通过比较轻松、

愉快的过程，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例如，在教学生写一篇

以“我喜欢的小动物”为主题的作文时，就可以改变之前给

了主题后让学生动笔写的作文教学方式。相反，给学生一段

时间观察小动物或饲养小动物。在这期间，引导学生记录小

动物的变化和成长，并记录一些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有趣而有

意义的事情，这些素材的积累让学生觉得写作并不是一件很

难的事，自然会觉得有东西可写，有东西可说，在此基础上

再展开主题作文的教学，能够达到减负增效的优质作文效果。

又如，在教学《陶罐和铁罐》这篇文章时，就可以采用角色

扮演的方式展开教学，即邀请两位学生扮演陶罐和铁罐，之

后，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展示陶罐和铁罐的对话，让学生根据

课本描述的内容来展开陶罐和铁罐的表演，这样的教学，既

能够活跃课堂教学的氛围，也能够让学生对课本中的内容有

更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更深层内容的教学，顺

其自然，高质高效。

（三）课后作业趣味性

作业是对课堂学习内容的补充和提升，布置作业的主要

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可以在课外进一步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

并通过不断地训练，培养学生的个性思维能力。然而，通过

相关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语文作业的设置也容易流于形式，

陷入题海战术的盲目做题陷阱中，这样的作业形式，不但不

利于学生巩固知识，还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学生叫苦连

天，甚至还会出现不完成作业的现象，作业的价值得不到有

效的发挥，反而造成了时间的浪费。减负增效的时代背景下，

需要努力杜绝这一问题的发生。在此过程中，不留作业是不

现实的，需要做的就是让课后作业的形式、内容更加灵活生

动，作业量上有所控制，通过多彩的作业更好地激发学生做

作业的热情和主动性，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作业并是不一种

负担，而是享受做作业的过程，积极主动地做作业。这样一

来，自然能够通过比较轻松的方式，获得温故知新的优质作

业效果。例如，在教学完《走月亮》这篇文章时，就可以给

学生布置这样一个开放性的作业：回忆、观察母亲为自己做

的一些事，想一想，说一说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母亲，

能不能用一段话，一篇文章，或是一幅画来进行描述，同时

想一想，自己能为母亲做些什么。相比让作业抄写生字词，

背诵课文内容，做阅读题的作业方式，这样一个开放性作业

的布置，既能够让学生对《走月亮》传递出的感恩母亲的内

容有更好的理解，实现内化吸收，而且还能够学以致用，激

发学生感恩母亲的情感，实现了文化知识消化吸收的同时，

也进行的德育内容的教育引导，一举两得，当然能够获得不

错的作业效果。

三、结语

在新时代教育体制不断改革的背景下，小学语文的减负

也在不断进行，小学语文教师必须正确对待。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应更加注重教学质量，不能过于注重教学的速度，在传

递知识的同时也要关心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真正实现减负

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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