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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余小伍

一、对于小学语文的体会

走入工作岗位近三十年来，我一直担

任小学语文的教学。我深深体会到学好语

文的重要性。小学语文辐射面广，是学习

其他学科的基础。小学语文，特别是高年

级的语文，必须重视听、说、读、写能力，

这是发展学生语言运用和认知能力的基础。

打好基础，才能谈发展，才能进一步对语

言进行理解，从而变成自身的语文素养。

二、新课改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是表演的舞台

在新课改下，语文提倡走出去，更需

要老师引进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

原来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追求形式导致

学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工具性淡化，人文性悬乎。部分教

师不能真正理解新课程的理念，课堂上以

学生的兴趣为重点，脱离文本，讲授很多

内容大都是课堂以外的东西，无法围绕文

本展开。学生听课时很激动，过后容易忘

记，一知半解、模棱两可，根本回忆不起

课堂内容。

2. 忽视了学法的指导，忽视了阅读能

力的培养。语文和阅读是密不可分，少了

读不足以称为阅读，教师要能引导学生抓

住文本的重点词语阅读，引导学生在阅读

中用心去体会作者的感情。读一遍不容易

理解，读两遍抓不到重点，所以，课文要

反复读，反复品，才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 漫无目的的开放，目标迷失。一些

教师对《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努力建

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的理解有偏

颇，片面追求趣味性教学氛围，导致缺乏

了语文为主题的课堂。有的教师热衷课堂

上插入游戏或者做实验等。这些活动深受

学生欢迎，也使得课堂气氛活跃。但很多

活动只注重形式，无法与课堂紧密结合，

流于表面，语文课堂成了大杂烩。

（二）合作只是说法

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因受传统教学观和

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学方法单一，学生上

课提不起精神。比如在小组合作学习中，

教师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经常学生刚进

入状态，教师就要求呈现结果。这样只能

是被动学习，起不到合作目的。轻视学生

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课件犹如影视般热闹

近年来，新媒体下教师大都使用课件

教学，部分教师将课堂变成自己的“舞台”。

整个课件都是大量的动画和音响，呈现给

学生信息五彩斑斓，学生乐不思课，冲淡

了对学习重点、难点的关注。课件毕竟只

是教学的辅助手段之一而已，切不可以成

为课堂的主流，本末倒置。

三、新课改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问题的解

决策略

（一）严格遵循语文教学与学习的

规律

对于语文的学习是多读、多思考、多

动笔，读写结合，真正的优秀教育者是能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讲多了并不一定有

用，学生昏昏欲睡，这样的教学效果肯定

不是你想要的。聪明的教师一般两手抓，

课外阅读与写作。  

有的教师过分重视读写而轻视听说，

这样，往往学生的字词基础很好，但遇到

课外阅读等开放性题目就一筹莫展。既在

“读写”上下功夫，也要在“听说”上铆

足劲。

作为教师要能够“恩威并施”，当然

这里说的“威”并不是体罚或变相体罚，

教师不一定做得到爱每一位学生，但不能

放弃每一位学生。善待学生尊重学生，教

师才能在学生中树立起威信，事半功倍。

教师要重视朗读，范读课文时要能读

出情，更要读出意。如果老师在朗读时都

是苍白无力，讲解时还是只能泛泛而谈，

走不进作者的情感世界。正确的朗读是关

键，既要对每篇课文熟读成诵，又要做出

具体指导，朗读后更要有正确的评价。

（二）改进教学内容，综合学生的生

活实际

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教学

的主要实施者，对学生的学习有着直接影

响。对课文的解读中应尽量用生动易懂，

与生活相关的知识渗透，让学生感受到语

文其实和生活相隔不远。当前新课改正在

进行中，作为教师自己要具备接受新观念

的心理和能力，对新课改有一个全面地了

解并落实。

（三）让教学目标更加明确，教学效

率更高

教师在教学中要把每课教学重点把握

好，做到教学目标明确、重难点突出。研

读课文，了解学生，把握目标。要把对《新

课程标准》的研读作为重点教研内容，把

握好学段教学重点，明确各学段的阶段目

标，避免盲目教学。每个单元围绕主题，

结合各项内容进行整合，全面提高学生语

文素养。

（四） 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真正

体现

新课改要求“知识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

标的整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教

师要为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低年段

可采用朗读表演式、情境体验式等；随着

年级的提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根据教材特点运用不同的学习方式，如探

究式阅读、合作式阅读、质疑式阅读等等。

创设民主、宽松的课堂教学氛围，让学生

主体地位真正体现。

（五）切实提升教师自身的语文底蕴

和文化积淀

教师要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增加自

己的阅读量，和学生一起读书，提高文化

底蕴和语文素养，教师本身就是鲜活的语

文教材，是对学生学习语文最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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