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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时代科学技术，经济指标，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竞争残酷，时代的竞争优胜劣汰，各行各业都在努力的更新和

完善当中，同时为了培养更多的符合时代发展的人才，教育的改革也在逐步深入到各个学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开发与培养是小学语文

课需要特别重视的。本文通过分析在语文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解读了教学方式改革前后的差异，并结合自己自身教学经验，给予一

定建议，望能够在教学改革的历史变革中，为改革的推进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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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是从文字开始的，在慢慢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华夏民族

积累了 5000 年的历史文化，诠释了中华文化鹤立鸡群的国际地位，而这

些文化的传承与学习，就是从小学语文一个个拼音字母开始的，任何高

深的学问都是由基础开始，而小学语文特殊就特殊在，它是语言文学，

其它学科的学习同样也离不开它，小学语文的基础性地位不可动摇，同

时国学的发展也决定着国家的高度。小学语文是弘扬国学的启蒙，也是

众多学科的基础，从简单的拼音到生字，从简单的词组到思维的表达，

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不断总结，不断归纳，不断运用，不

断反思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绝对不是一个讲求速成的学科。国学的内容

博大精深变化万千，我们的汉语是最难学习的学科之一，多一个标点符

号，语句的意义含义都会变得不同，这个同时也是最迷人的魅力所在。

在小学阶段激发学生的国学兴趣，才能促使学生对国学的热爱，促使国

学发展，弘扬国学，热爱我们的祖国。 

1 小学语文课堂改革的有效意义 

1.1 激活小学生主观能动性 

对于小学语文的学习，首先让学生认识到语文在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合理的运用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继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

能动性，促进自主思维意识的养成，好的性格习惯将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在改革的推进中，师生角色的转变，真正的诠释了“师傅领进门，修行

在个人”的崇高学习宗旨，学生对于学习的主动性是一个高素质学生最

基础的能力表现，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能使学生更主动地去学习探索，

通过自身的领悟与理解，不断的从学习当中汲取要点知识，不断的从学

习中发现自我，总结自我，完善自我。 

1.2 树立小学生学习自信心 

如果人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小学阶段，就是从这一张白纸开

始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可塑性较强，这一时期不要打消学生对于事物的

好奇心，需要因人施教，量体裁衣，每一个学生都拥有者上帝赐予的独

一无二的天赋。好的学生是夸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教师要充分的

认识到这一个特点，在这一张白纸上为他们添上最绚丽色彩作为开始，

通过创新教学，学生会在求知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会在实际问题的解

决中获得成就感，进而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学习的快乐。 

2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必要条件 

2.1 发挥课前工作的积极作用 

对于新课改的要求，老师与学生互换角色，学生思考讨论的时间充

裕了，老师保留了更多的时间观察课堂效果，从实际出发，准确的把握

课堂的走向，充分的表现了老师对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和课前的充分准

备。老师的课前备课准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只有对大纲的

要求准确的把握，和对知识点的熟练掌握，才能更加运用自如的发挥到

课堂当中去，不会因为被打断，或者增加讨论话题而乱了课堂节奏。熟

练地掌握知识点和课本内容才能不依赖于课本，真正的把课本内容充分

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课堂才会更高效，并能与学生保持在同一节奏上，

实时引导学生思考，把握学生好奇心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于课本

而不拘泥于课本是一名老师需要完成的工作，这些都归功于老师的课前

准备工作，在课堂上，老师更容易判断学习进度，精准把握学生兴趣，

为达到预期效果合理的排列教学方式，而学生在课堂上更加轻松的学习

状态，无疑是一堂高质量课程的最好表现。 

2.2 营造和谐教学氛围，提高语文学习积极性 

由于新课改对学生与老师角色互换的更改，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老

师不能够完全领会角色互换的真正意义所在，如果老师的意思没有提升

上来，课改的实施就会出现问题，而课改的意义将有名无实。其实主体

地位的替换，老师可以站在另一个角度上，清楚的观察课堂节奏，并能

够有目的的带着节奏前进。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动脑思考，总结

经验，并能合理的展开想象，代替了学生以往枯燥的笔记生活，迎来了

一个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全身心的参与到课堂的设定情境中，会使

得课堂变得更生动有趣，更改了以往的死气沉沉。学生乐在其中，更愿

意动脑考虑问题，思考问题，探索问题，求证问题，“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3 结语 

新时代的人才需要具备竞争力，而竞争力的体现主要是自主学习能

力，创新思维能力，通过新课改下的小学语文，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锻炼。一种习惯的养成会给予学生一生的帮助，

同样，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他们对于

国学的掌握，国家才会后继有人，国学才会得以更好的发扬，进而为国

家，为社会储备更多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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