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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笔者的教学实践出发，梳理发现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深入思考，基于部编教材，探讨小学语文教学策略问题。以部

编教材执教过程中的某些教学实况、行动研究、理论思考等为基础，提出三大教学策略和设想：第一，有效师生互动，创设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

第二，关注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第三，创新活动方式，提升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第四，“科学技术”，助力语文文化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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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作为义务教育的起始阶段，对个人的学习生涯有着深刻而又久

远的影响。语文作为小学阶段一个重要的学科，对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思

维能力发展，文学素养的积累都有着极为关键的价值。由于语文这一学

科具备丰富的人文内涵、多样的课程类型和课文体裁，语文教学也一直

是一线教师甚至教育研究者永恒的研究话题。近段时间，部编新教材是

教育界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因为这套教材是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并

组织编写，所以具有空前雄厚的编写资源，目前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我

们作为一线工作者在执教这套教材的过程中也实际地体会到了教育部层

面在引导小学语文课堂在做一些变化。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经验梳理，笔

者希望在本文中探讨分析基于部编教材的小学语文教学策略问题，希望

能够既激励自身不断反思前行，又能够给同在路上的语文教育工作者们

少许启发。 

1“有效互动”助力语文学习环境创设 
师生互动在课堂环境中无处不在，大到教师对学生的奖励与批评，

小到师生间的一个眼神一次接触，师生之间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塑造相互

影响。而师生言语互动更是语文课堂教学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小学生好

奇心强烈、精神不易集中的特点，为教师的课堂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另一方面，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堂教学中也越来越关

注互动，尤其是教的主体教师和学的主体学生之间的互动。在笔者看来，

这种掌控主要通过有效的师生互动来完成。所谓“有效”可能包含如下

几个特征：第一，有效的提问注重整体性、层次性、追问和停顿；第二，

有效的讲解基于学生的发展，为学生发展搭支架；第三，有效的指令基

于学生的习惯养成，组织学生的课堂行为。 

在小学的六年里，学生的心理、生理也在不断发展、成熟、完善，是

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重要时期。有效的师生互动，对于这一时期学生的

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笔者自身的教学经验分析来看，教师和学

生之间的互动可以划分为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积极互动能够对学生的语

文学习产生正向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为学生主动表达想法创造良好的环

境。这主要包括多取向和多角度的表扬，接纳学生情感，采纳学生观点这

三类行为。尤其是在部编小学语文教材这种课文数量减少，教学类型增加

的大形势之下，纯粹的知识教学恐怕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语文课堂的要

求，师生有效互动，引导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势在必行。 

2“素养为先”助力学生的语文能力发展 
诗歌是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在小学语文中原本就占有很大的比重，

“部编本”语文教材的古诗文篇目再做大幅增加，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古

诗，整个小学 6 个年级 12 册共选有古诗文 129 篇，平均每个年级加篇左

右，占课文总数的 30%左右，比原有人教版增加很多，增幅达 80%左右。

这一现象还曾引发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甚至整个社会的热议。事实上，

在笔者看来，部编版教材这“两大改变”并非是让学生从低年级开始就

能够理解到内涵、意蕴和用词手法等深层次的知识。因此，我们需要转

换思维，试着从学生语文素养培育的角度出发，将培养语感作为小学诗

歌教学的核心目标，着力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具体来讲，古诗词教学要注重让学生感受诗词音韵之美、汉语之美。

我们不必担心学生说不清、道不明所学诗歌究竟美在何处，只求学生能

够真正感觉或者想象到诗中意境的美妙。我们也知道，现在有许多人都

在诟病某些古诗词课堂宛如外科手术一般，拆解、剖析诗词，最后还不

忘“缝合”起来，让学生体会一下整体。事实上，那时候“美”已经不

存在了。比如，《静夜思》，即使教师逐字逐句地讲解，安排各种活动，

一年级的学生恐怕很难理解，诗人李白在通过某些特定的词、短语排解

心中的寂寞和思乡之情。但是，这并不妨碍学生体会这首诗的意境，一

年级的孩子朗朗上口地读诗，爱上诗歌，爱上语文。站在历史和现实的

角度，未来古诗教学的目的应是宽泛的、非功利的、模糊性的，背诵积

累，打好语文底色、人文底色。不应局限于规定数量和推荐篇目，应以

“素养为先”，开放的、灵活的适应学生的学习；不拘泥于讲解分析、帮

助理解，应重读、重背、重体味，充分发挥古诗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3“創新活动”助力语文学习积极性提升 
我们知道，童话是小学低年级儿童喜爱的文学体裁之一。童话教学

可以帮助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自

信心。在强调素质教育、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今天，人们已逐渐认识到

童话对儿童教育的特殊意义。童话作为小学低年级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

已经大量出现在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因此对童话教学的研究也至关重

要，研究数量也在逐年攀升。笔者采用实验研究的方式，通过两个平行

班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在童话教学中融入表演活动，能够很

好的调动学生的和团队意识积极性，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本，并提升学

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例如，在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二年级下册《小马过河》教学过程中，

笔者发现是否融入表演活动对于教学效果有着较大的影响。笔者在（1）

班采用的传统的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朗读、观看视频、配音、提问、

讨论以及引导学生续编故事等多种方式带领学生了解整个故事的发展脉

络，能够发现学生基本能够达成我们预先设定的朗读、理解故事、感受

语文学习的乐趣等目标，但是在积极主动性方面仍有可以提升的空间。

然而在（2）班，笔者将表演活动合理融入课程设计之中，我们能够清晰

地发现孩子们非常热衷于这个阅读故事、分配角色和自我展示的过程，

每一位“小马”“者马”甚至“松鼠”和“老牛”都非常认真努力，在进

入角色、把握语音语调、故事情节的转换等方面多次练习磨合，争取合

作把演出做到完美，尤其是在课后，孩子们还会津津乐道，对语文学习

的兴趣会变得非常浓厚，合作学习的意识也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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