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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教学策略

陈泰昌

江苏省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江苏 盐城 224000

摘要：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其实就是基于更加科学

的教育理念对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具体学习表现和最

终的学习成果进行总结。通过更加科学的教育理念来

思考在以往的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在现

在更加科学的教育理念下，如何有效地改进这些问题，

创建更加高效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进而更加有效地提高初中阶段语文课堂的教学

效率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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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初中阶段的语文学习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当教师反思自己以往的语文教学过程的

时候，首先就要反思在以往的教学中对学生学习兴趣

的培养。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对于初中阶段的教

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目标。为了满足这些要求

和教学目标，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也在不断地进行相

关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在教学

过程中，对于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的培养

的重要性。教师在反思以往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就会发

现，在以往的教学中，很多学生对于语文教学的兴趣

是比较低的，这就导致学生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语

文教学中，在课后也不会积极主动地展开相关的拓展

学习。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教师没有在教学的

过程中有意识地去引导学生发现学习语文的趣味性；

另一方面，是教师的教学设计不够有趣、新颖，在实

际的教学中没有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很少有

学生天生就非常喜欢学习语文，那么在教师不加以引

导的情况下，学生自然就不会对语文学习产生太多的

兴趣。再加上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电子设备和互联

网的兴起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有趣的娱乐方式，学生

的注意力被进一步分散了。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通过多种方式

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让学生不仅可以更

加积极主动地投入语文的学习中，还会在课后也积极

地进行语文拓展学习。

比如，在教学《背影》时，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

对这篇文章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在进行课堂导入时，

引用网络上一个非常热门的梗，就是一段关于“谁的

辈分比较大”的对话：视频中一个男生对他的朋友说“我

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他的朋友回

答他说“我吃两个就够，都是你的，吃完了咱们收车

回家”；而另一个视频中，另一个网友面对同样的话则

不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走了，到那边写信”，然后

一群人在视频下狂笑不止。教师可以给学生解释这几

句话的出处，第一句话就是出自将要学习的课文—

朱自清的《背影》，这句话是父亲讲给儿子的，而朋友

的第一种回答出自老舍的《骆驼祥子》，这句话是老马

对着他的孙子说的，第二种回答则同样出自《背影》，

这句话也是父亲说给儿子。虽然这只是朋友之间的玩

笑，但是学生就喜欢这种有趣欢乐的内容。通过这样

一个简短的导入，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对后续课文

的兴趣，为了了解这个梗，学生会迫不及待地开始学

习这篇文章。在兴趣的驱使下，学生对于整堂课的学

习都会更加积极和主动，这样的课堂教学显然就会更

加高效。

2  在教学中更加关注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

对于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其实在以往的语文教

学中，很少有教师会认真地拿出来分析，这个问题会

被带入其他问题的分析中被分化。但是其实这个问题

是非常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的，因为在以往的

教学中，教学改革也已经持续了很久，教师或多或少

都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了改革，在教学中也开始渗

透更加科学的教育理念，在教育环节的设计上，也开

始使用更加丰富、有吸引力的教学策略。但是最大的

问题就在于教师的这些设计在最终并没有取得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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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教师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去设计，

但是最终取得的教学成果并没有自己预期的好，就会

对自己的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但是在反思的过程

中，总是忽略学生的作用。其实教师的教学设计没有

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不一定是教师的设计不够完善，

很有可能是教师的设计不够贴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导

致语文课堂教学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教师如果不关

注自己的学生，就会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对

自己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水平不够了解，教师整个

设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都不够贴合自己学生的实

际情况，学生没有办法有效地接受教师设计的教学内

容，那么自然就没有办法更加有效地完成相关的教学

目标。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更

加重视对学生的了解。不仅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还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对自己的教学内容

进行更加合理的设计，在教学内容中放弃学生已经掌

握的内容，多设计学生未知的和感兴趣的内容，在进

一步拓宽学生视野的同时，有效地融入学生想要了解

的内容。

比如，在学习《短文两篇》的时候，两篇短文分

别是刘禹锡的《陋室铭》和周敦颐的《爱莲说》，这两

篇短文都是古文，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学

生掌握文章中的一些通假字的应用，然后要求学生具

备基本的对古文的理解能力。大部分初中阶段的学生

古文理解的能力都比较弱，对于这样的古文学习都相

对比较抗拒，那么，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时候，就

要充分地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不能上

来就开始讲这两篇古文表达了作者多么崇高的感情，

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志向，等等。一方面是因为学生

由于自身的认知和经验的局限，根本没有办法和作者

在这些方面产生共情，另一方面则是学生根本不喜欢

这样枯燥的教学内容。因此，教师的课堂教学内容的

设计就应该更加凸显有趣性，对于文章所表达的作者

的思想感情或者崇高志向等，都可以使用更加简单直

白的表达方式，这样才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如果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相对好一些，教师的

前期教育内容中，有趣的部分铺垫得也足够，那么教

师还可以在这一节的教学中引入一些苏东坡的诗作，

进行一些对比教学，让学生感受一下这些文人墨客对

于自己的生活和遭遇的不同认识和不一样的表达方法。

通过这样的对比教学，不仅可以有效地让学生拓

展学习内容，还可以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些古代

文人墨客的风趣，让学生对这些古文形成一个更加鲜

明、立体、有趣的印象；同时，也可以加深学生对课

堂学习内容的印象和理解。这样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

内容，才能更好地让学生感受到语文学习的快乐，才

能更好地接受教师的教学内容。

3  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真情实感

在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过程中，伴随着教学的开

展，会有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被提出，需要学生通过

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来进行解答，也就是阅读理解能力

的培养。比如，学生对文本最直观的感受，对文本中

的人或者事物的态度或者评价，等等。这些问题的答

案都来源于学生通过文本再结合已经具有的生活经验

和知识储备而产生的真情实感。

但是在初中阶段，很多学生非常头疼做这一类的题

目，因为学生没有办法通过文本来产生真情实感，所

以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只能靠编。如果学生的语文

知识积累得不错，或者答题技巧掌握得不错，那还编

得容易一些，如果学生在这些方面的积累也做得不太

好，那真的很困难了。学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

为教师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地培养学生

通过文本的阅读，将文本中的内容和自己的生活实践

充分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自己的思考和态度。这种

能力不是学生天生就会有的，是需要在教学中教师通

过一些教学策略和教学环节进行培养的。

但是在以往的语文教学中，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

念和教育思想的影响，大部分的语文教师在进行教学

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让学生学习和理解一些专家对于

文本的理解和情感总结，或者将自己总结的相关文本

的情绪表达或者情感表达强行灌输给学生，完全不给

学生自主思考的机会，学生从头到尾都是在被迫接受

其他人对于文本的理解和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学

生就很难对于文本产生自己的具体的思想感情，学生

在教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相关能力的培养，自然在进

行对文本的理解过程中没有办法有效地产生真情实感，

为此，教师必须通过更加充分的教学设计，在教学中

更加关注学生对文本的情感反应和情感总结，让学生

逐渐具备和文本产生情感共鸣的意识和能力。让学生

可以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在了解文本事实的同时，真

正地走入文本所创造的情境，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

深刻地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感情，再对文本的内容进行

抽象意义的总结时，更加有效地感受到文本所塑造的

真实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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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学习《乡愁》的时候，教师就要带领学

生在文本的学习过程中更加深入地去体会余光中在这

篇文章中所表达的自己的乡愁。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

多方面去感受和理解，比如考虑到初中阶段的孩子，

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分离，所以很难让学生直

白地通过文章的描写来感受到作者所表达的这种离愁

别绪。那么为了让学生至少实现在分别这件事情上的

共情，对于这种长久的分别产生感同身受的理解和想

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仔细地回想一下自己过往的人

生，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关于分别的瞬间，无论大小

都可以谈一谈。

比如，有的学生就会说起自己的父母出差要离开

几天或者几个月，甚至由于一些家长的工作性质比较

特殊，可能一年到头都见不了几回，或者一些学生的

爷爷奶奶从小照顾自己长大，和爷爷奶奶的感情非常

好，但是由于现在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了，想要回老家，

就要面临和亲爱的爷爷奶奶长期的分别，甚至仔细一

想，可能真的再也见不了几回面了。教师通过让学生

回想这些分别的瞬间，让他们感受分别时的情绪和分

别很久之后的情绪，在学生充分地理解了分别会产生

多少难以名状的情绪以后，再让他们回过头来学习课

文，理解课文，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作者所表达的

乡愁。

如果学生实在没有可以回想的生活经历，或者语

言表达能力确实都不太理想，不能充分地表现出自己

生活中所经历过的离别，那么教师还可以通过其他的

方法来引导学生感受这种离别的心情。比如在网络上

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一个小姑娘站在大门口送别自

己的父母出门去远方打工，看起来表情平静的小女孩

儿眼睛里充满了不舍，但是最终也没有说一句让父母

不要离开或者带上自己一起走的话，只是在父母快要

离开时嘱咐父母记得回来看看自己。教师可以在教学

的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播放这个小视频，让学生感受

一下别人的分离，进而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课文内容，

感受余光中在离开家乡很久都不能回来的这种感受，

想象一下，他可能余生都没有办法再踏上这片故地，

回到自己的家乡，再也看不到自己熟悉的人和风景，

这是一种怎样悲伤无望的心情。

通过这些教学方法，教师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

让学生将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文本传达的感情结合起来，

从而实现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感受文本所传递的感情，

理解作者的表达意图，从而产生自己对文本的理解。

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就会逐渐形成深入理解文本的

习惯，并有效地形成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情感总结的能

力，这样的语文教学才更加符合现在的教学需求和教

学目标。

4  结束语

对于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来说，教师需要基于科

学的教育理念反思以往的教学，在这个过程中，要抓

住几个重难点问题对自己以往的教学进行深刻的反思，

通过这样的反思来发现以往教学过程中忽视的问题，

然后结合更加科学的教育理念，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

有效的解决。这样具有针对性的反思和纠正，可以更

加有效地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课堂教学效率和课堂教

学质量。只要教师坚持对自己的教学进行有效的反思，

就可以不断地精进自己的教学能力，拓宽自己的教学

视野，为学生创建更加高效的语文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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