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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主体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多样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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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应试教育模式影响下，教师中心论妨碍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逼迫教育、填鸭式的教学、负担教学、淘汰教学”

等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知识的教学模式，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及过于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 终导致教学陷入“学服从于

教、教服从于考”的状态。学生的智力潜能得不到应有的开发，情感意志得不到积极的陶冶锻炼，个性特长得不到充分的培养，主动性、创

造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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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提出的背景 
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转变那种妨碍

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

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呆板

的教育教学制度”。目前，基础教育改革正以世人瞩目的迅猛之势在全国

顺利推进，它将实现我国中小学课程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

个学生发展的历史性改变，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全体学生的基础素质，

培养他们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他们主动学习和终身发展打好

基础，为优化民族整体素质打好基础。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树立起学

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因材施教，以学定教，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

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学生的主体个性，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学生活泼主动、和谐发展。 

新改革对教师的教学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在全新的

理念指导下，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实现各种教育资源的整合，以全

面提高教育教学效益， 终达到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小学语

文教学的 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在教学中，注重学生语文能

力的训练与培养，利用教材优势给学生创造更广阔的语言交际环境，以

识字和发展语言同步为目的，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训练。这样设计完

全符合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而且达到了语文课程标准的上限的要求。

如何让学生在原本枯燥的教学中学得更有趣、主动，记得更牢固、扎实，

营造氛围、教给方法、转变观念是及其重要的。 

2 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2.1 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针，以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方向，以科学理论为基础对课堂学习

方式进行探究，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2.2 理论依据  

（1）根据辨证唯物主义理论的认识论，体现：实践—认识—在实践

—再认识的认识过程。 （2）根据素质教育的体制要求，培养学生对未

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学会学习，学会探究，学会与人合作。（3）根据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要。 

3 课题研究内容 
3.1 研究以学生为主体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体现多样化以及多样

化的作业设计的意义。 

3.2 研究以学生为主体的小学语文多样化学习方法、学习兴趣、学

习成绩的影响。 

3.3 研究以学生为主体的小学语文教学多样化对小学生的学习习惯

形成的帮助，以及对于学生潜能发挥的影响。 

4 研究方法 
4.1 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论证本课题研究的可行性，为

本课题的研究提供引导性理论，并及时了解当前国内外同一课题研究的

进展情况，不断总结研究的成果。 

4.2 行动研究法：讲教学实践与研究工作相结合。通过运用实践、

问卷、访谈、查证等科学方式，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调查与

分析。 

4.3 案例分析法：将行动研究法应用在本课题课堂教学研究之中，

及时进行案例分析，及时调整研究行为，并使阶段研究成果更为科学。 

4.4 经验总结法：将经验总结法贯穿在本课题研究的整个过程中，

及时进行反思和总结，积极撰写课题研究文章，促进课题研究成果的不

断凸现。 

5 主要研究阶段 
5.1 准备阶段（2019.5——2019.6） 

5.1.1 课题准备。做好确立、论证等前期准备工作，制定研究实施

方案。 

5.1.2 了解学生的状况，完成调查报告，确定实验班级，明确实验

目标。 

5.1.3 查阅文献，认真学习有教育理论和教育科研方法。 

5.2 实施阶段（2019.7——2020.4） 

5.2.1 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寻找教研工作的 佳切入点。 

5.2.2 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积累相关资料，收集典型材料，作出分析，

总结经验。 

5.2.3 继续学习理论知识，积累资料，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全面探

索与实践。 

5.2.4 学习理论知识并运用有关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分析实验过程

及时撰写研究论文。 

5.2.5 观察实验效果，做好效果测定和阶段性总结。 

5.3 总结阶段（2020.5——2020.6） 

5.3.1 将研究取得的成果做成统计分析，整理数据、撰写研究报告。 

5.3.2 完成课题研究性报告。 

5.3.3 汇编课题研究成果专集。成果形式：论文集、影像等资料。 

5.3.4 申请结题，推广实验成果。 

6 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课题组全体成员对课题有很高的积极性，参与意识很强，且有较扎

实的业务知识，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水平，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观

察能力。在时间保证方面，英语教师能经常深入班级调查研究，有时间

进行课题研究。本课题资料储备较多，资料查找也很方便。本校研究的

成果及各种信息资料也能保证及时收集、及时分析、及时定论、及时存

档。课题组人员分工科学合理：韦华负责资料的分析、论证和指导整个

科研的工作；李春羚、黄瑛负责实验阶段资料的收集、信息的分析；课

题组所有的老师负责课题的实验，提供实验中的所有数据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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