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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语文学科的教学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其教学的质量和成效与学生未来学习发展紧密

相关，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方式已经成为现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新课标指出在义务教育语文教

学中，需要让学生逐步形成语文知识的整体框架，提升学生的语文思维。本文以新课标为出发点对义务

教育语文教学方式改进的策略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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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has always occupied an impor-
tant position, and its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learning and de-
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reform of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points out that in the Chinese teaching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let 
students gradually form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Chinese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Chinese 
thinking.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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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着学习内容固定，学习程度浅显的问题。教师在教学时通常只是进行读

写训练或填空练习等，停留在固定的内容和浅层化的理解层面上，忽视了深度的学习思考。并且还有大

部分的教师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仍然在使用较为传统的方法进行语文教学，严重阻碍了学生理解与

思考能力的发展。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降低了语文课程的价值，也不利于学生进行深入的语文知识学习，

更是不符合新课标的要求，无法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和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 
由于语文教学面临重重矛盾，教育部在 2022 年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根据语文课程新

标准，本文对于语文教学方式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明确建议，包括：教学要立足于核心素养、通过学习任

务群进行教学、在教学中创设学习情境以及关注时代变化充分利用互联网。 

2. 语文教学立足于核心素养 

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教学思想的禁锢，我国的语文教学多年来都一直沿袭“教课文”这一低层次教学

模式，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高耗低效的问题，阻碍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上的多元化发展[1]。中小学

阶段作为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就要有意识地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作为

重要教学目标。 
(一) 以语言能力发展为中心进行教学 
语言技能是语文教育的根本。在学生的文化素质中，最基本的就是语言能力[2]。在促进学生语言能

力发展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将语言的积累和实践作为教学重点，让学生逐步具备感知语言美的能力并掌

握语言运用的方法。学生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能力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和运用文章内容，真正实现

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教师在教学时注意灵活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通过不同的课堂教学设计先

让学生学习字词句的应用，再试图透过知识的表层进而理解知识的内核。基于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语文教

学设计要做到循序渐进，学生最开始是要掌握基本的字词、句式，然后再是理解文章的思想情感，最后

能够将所学的字词句进行应用[3]。只有这样环环紧扣、步步深入的教学设计，才能实现通过课本基础知

识的学习，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目标。 
(二) 以思维发展为基础进行教学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知识轻能力的情况，常常忽视对学生语文能力

的培养。因而就导致学生在基础知识、思维能力、情感态度等各方面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新课标明确要

求语文教学要从“问题”的角度出发，有效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语文教

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要大胆转化师生的角色定位，让学生成为课堂的积极主导者，教师则主要是进行辅

助。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究，强化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其思维的稳定发展[4]。问题、类比

等思维方式对于学生的思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设计

一些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问题。如在学习部编版六年级上册的课文《青山不老》时，教师可以设计采访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8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斯雨洁 
 

 

DOI: 10.12677/ae.2023.13121589 10304 教育进展 
 

信息表，让学生通过填表的方式把握全文的线索与主要内容。然后通过老人创造的“奇迹”是什么以及

在什么样的环境创造的“奇迹”两个问题的设计，让学生进行思考、讨论、交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

空间。 
(三) 以教学增强学生的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 
语文属于人文社科类学科，其中包含了丰富多彩的美。新课标要求教师教学时将语文学科所包含的

各种美呈现与学生眼前，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语文学科具有多种美，既

包括语言应用的美、文章构建的美，也包括思想情感的美。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精心设计多样化

的阅读体验活动，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真正感知文章的美。如在课文《草原》中很多描写草原环境的

句子充满了诗情画意，教师需要带领学生先去感悟句子语言的美，再通过语言美感受草原的风景美。同

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生自我阅读的过程中，教师也需要给予适时的引导和帮助，结合时代审美，以教材

文本为载体对学生施以美的影响。 
语文核心素养在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教师必须紧跟新课标的发展导向，

不断改革创新语文教学方式和活动，密切关注每位学生的个性特征，通过具体实际的语文教学逐步培养

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5]。 

3. 通过学习任务群进行教学 

传统的语文教学几乎都是以单篇形式进行，不可避免地存在教学浅层化、内容碎片化等问题，因此

不能真正有效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和核心素养水平。在 2022 年版的新课标中就提出了“学习

任务群”课程组织实施理念，学生通过一系列的学习任务的完成从而实现学习目标[6]。 
(一) 确定单元任务目标 
整个语文教学活动首先就是需要明确教学目标，才能指导后续的教学活动顺利进行[7]。以学习任务

群的形式进行单元整合，教师需要提前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深入研读教材后确定单元教学的主题、

任务以及目标等。在单元整合教学前设计好系列学习任务和目标，才能让单元教学的实施更加高效，并

且没有单篇教学的割裂感。如部编版语文教材的第六单元，在该单元中既有古诗、说明文，又有现代诗

歌和小说，但是通过单篇教材梳理后可以得出该单元教学的共同主题：“珍惜环境，保护地球”，然后

在教学时应该考虑如何将主题贯穿于该单元教学的始终。 
(二) 组织单元的教学内容 
以大单元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需要提前将单元内容进行调整组织以期达到最佳教学效果。教师在

组织教学内容时，注意不能局限于课本本身所呈现的各种知识，还要根据单元学习任务群的要求，适当

增加一些具有拓展性、提高性的课外延伸内容，从而提高大单元教学的质量。如在学习《青山不老》课

文后，教师可以提供一些大西北治荒的实例以及图片视频等，通过材料的补充更让学生对于“珍惜环境，

保护地球”的单元主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悟。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要有所选择，对重要的内容要

进行补充和拓展，而不太重要的内容则可将细枝末节省去，这样一堂课的设计才更加合理高效。 
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根据学生和教学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和组织教学内容，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提高

教学实效。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组织单元教学内容时要有意识打破每篇课文之间的隔阂感，这只有在教

师对单元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理解后，才能真正做到整合单元教学。 
(三) 开展单元实践活动 
在教学实际过程中，尤其是语文学科教学，常出现的情形就是教师长篇大论地进行讲述，而学生对

教师的讲述则表现出模棱两可，囫囵吞枣的感觉，这种教学对促进其学习能力的提高收效甚微。要真正

落实语文教学目标，教师就必须重视实践活动的开展。在语文教学中，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小组合作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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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探索，这种方式能够促进学生更深入地学习知识[8]。在学习《狼牙山五壮士》时

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哪些是“点”的描写，哪些是“面”的描写，这种“点面结合”的写法又有什

么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以合作学习的方式可以让学生之间的思维火花进行碰撞，但由于其知识基础和思

维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别，教师在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后，要跟学生一起进行总结修正，加深学生的学习。

教师要做好资源整合，设计多样化的活动和任务，让学生自主学习探索，通过深度学习，达到深度认知，

实现深度发展，真正实现语文学习能力和素养的提升[9]。 

4. 创设语文学习情境 

语文教学长期处于停滞发展的困境中，很大部分原因是传统的教学方式下，师生双方都存在着高耗

低能的问题，学生学习兴趣极为低下。2022 版语文新课标提出了新的课程实施理念，其中就包括情境性

与和实践性。特别强调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要求教师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方式和活动，调动学生

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由此可见，在语文教学中创设情境并开展情境教学既是为了落实新标准的要求，

又是为了提高教学效率[10]。 
(一) 通过朗读创设情境 
一般在语文教学中，教师通常是带领学生泛读文本，再以一系列的问题探究去学习文本的思想主题，

由此构成了一节完整的课堂。其实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只是被动地去文本里寻找信息和答案，既显得

枯燥乏味，又没有真正深入文本学习。所以教师在课堂中要给予学生充足朗读的时间，让学生通过多次

反复的朗读在脑海中勾勒出文章描绘的情境画面，并进一步促进学生对文本的写作手法、思想情感等方

面具有更深层次的学习领悟，真正理解和吸收所学内容。如在学习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时，可以让学生先进行反复的朗读，再在老师的帮助下想象诗句所描绘的画面，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多

次朗读感受诗句在描绘画面上的独特闪光点。 
教材所选取的文章都是极具学习价值的，让学生通过多次的朗读感受作者准确生动的语言描写和修

辞手法的运用，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阅读和写作水平。教师引导学生反复朗读文章，不仅能够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也能够促进其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 
(二) 利用表演，创设互动情境 
角色扮演是学生将课文内容通过表演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发挥学生创造力

比较有效的方式之一。学生在表演过程中，会主动自觉地深入研究文本内容，有时甚至因为台词的需要

记忆文本中的一些经典语言。而且学生的表演属于再加工过程，学生会根据自己对于文本、人物的理解

进行加工再创造，有利于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发展。没有表演的其他学生在观看时既会产生新奇感，又能

够感觉其中的趣味性，也能够促进其对于文本的理解和消化[11]。在小说《穷人》中女主人公西蒙有很多

生动的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让同学进行角色扮演，将西蒙的人物形象再现，有利于设身处地的感受主

人公内心想法，对人物的理解更为真实深刻。在教学时进行角色扮演的活动，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理解将

主人公的形象展现出来，还原文本的情境。既为学生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机会，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和积极性，并逐渐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 借助图画视频，再现情境 
语文所学习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性，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才能够正确

理解和品味文本的内涵。但在实际教学中不同的学生其基础和能力都是有所差距的，所以教师有时可以

选择图画、音频、视频等方式进行辅助教学。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创设生动形象而直观的图画视频情境，

利用丰富的图片实现“一图穷千言”的辅助效果。尤其是一些有关写景的课文，如：《牧场之国》《威

尼斯的小艇》《金字塔》等学生并没有实际观察过，那么教师提供一些图片视频，可能有利于加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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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也更能够理解作者的想法。在学生欣赏图片的过程中，教师需提醒学生将图片内容与教材文本

相联系，不是为了图画本身看图画，不要偏离主题。教师借助图画再现情境，在帮助学生理解文本的基

础上，促进学生审美和想象能力的发展和提升。 
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中教师通过情境的创设，能够化抽象为形象，增强文本的直观性，提高课堂教学

实效。因此，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效率、优化教学效果，应积极采用情境教学的方式，

创设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12]。 

5. “互联网+”时代下语文教学方式的优化 

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要求实现互联网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这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为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质量要求，促使教师不断更新互联网教

学的观念、善用和多用互联网开展教学[13]。 
(一) 通过网络技术，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游戏互动、音频视频播放等多种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通过互联网能够为学生创设真实形象的学习情境，如：在学习白居易《忆江南》的时候，教师播

放有关江南地区风景视频、图片，让学生观看，直面江南美景更能与作者感同身受地沉浸于江南美景之

中。在情境的烘托下，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和积极性能够被激发唤醒，更容易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

爱与自豪之情。 
(二) 整合网络资源，积极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之中，语文学科的学习也需要其加入进行发

展更新。网络中包含了大量的资源，教师在进行备课的时候，可以在互联网中进行分辨和筛选，选择部

分有用的信息来丰富教学内容[14]。尤其是近年来，一直反复强调教师要帮助学生不断拓宽学习视野，加

深知识理解的深度，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所以语文教师需要以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互联网中丰富的学习资

源，选择合适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促进学生的学习。同时，需要警惕的是通过网络虽然能获得多样化

的教学资源，但还需要教师进行理性分辨并作出修正改进。如：教师在备课时，可以观看多位语文名师

的教学视频进行借鉴，但还要根据自己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出部分调整。网上有许多高质量的教学案例，

教师可以不断反复地揣摩和应用，但要注意结合实际的教学情况来完善教学。教师一定不能盲目照搬网

络资源，只有真正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运用，才能更好地服务学生发展和成长[15]。 
教师要有意识的积极地利用互联网，将先进的网络技术与语文教学相结合，通过打造智慧高效的课

堂来使语文的课堂教学更生动丰富，不断切实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优化学习效果，促进学生学习的进

步与发展。 

6. 结语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和新课标的颁布，语文教学方式也在不断地改革创新。为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必须立足于核心素养、通过学习任务群进行教学、在教

学中创设学习情境以及关注时代变化充分利用互联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语文教学创新发展，培

养出新时代所需要的高素质、综合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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