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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相关的知识,对于丰富学生的思想情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学生语文思维的不断发展。在进行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学生

语文成绩不理想,难以提高的现象。这是由于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老师采用传统灌输式的教学,对于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将知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掌握以及对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并不是十分关心,没有

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对于学生语文思维能力的发展关注程度较低,因此,老师利用一定的语文问题,引

导学生进行语文知识的探究,提高学生的语文思维水平,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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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can help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knowledg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riching students' thoughts and emo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hinese think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there will be many students whose Chinese performance is not ideal and difficult to improve. 

This is becaus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eachers adopt traditional indoctrination teaching, and they are not 

very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students have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knowledge and their ability to use 

knowledge. They do not put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hinese thinking ability. Therefore, teachers use certain Chinese problems to guide 

students to explore Chinese knowledge, improve students' Chinese thinking level,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hines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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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的教学理念下,老师进行

教学时要时刻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制

定出相应的教学计划。在教学过程中,

老师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讲述,让学生进

行语文知识的探究,并能够对这些知识

进行灵活的运用,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以及丰富学生的语文知识体系。除此以

外,还要对学生的语文思维以及独立思

考的能力进行一定的培养,培养学生的

探究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能力,使学生

形成一定的语文思维,让学生对语文中

的相关知识进行分类和整理,深化学生

的知识体系。 

1 探究式教学法的概念与特征 

探究式教学法是以构建主义教学原

理为基础的新颖教学方式,其关键就是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学生自主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让学生可以在主动思

考和学习过程中理解内容,从而对知识

进行有效内化。在应用探究式教学法时,

先是要确保教学内容能够引发学生的思

考,这就说明教学内容本身就具有一定

的争议性,能够和学生知识基础产生冲

突,学生在此期间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所

以,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应用探究式

教学法的首要步骤就是要对具体教学内

容进行充足,使其能够满足探究式教学

的根本需求。而对于教学内容所呈现出

的各种问题也需要教师通过组织学生讨

论进行解决,这也是探究式教学法发挥

重要作用的关键,也是提高探究式教学

法教学效率的第二个步骤。除此之外,

教师还要带领学生完成学习总结,使他

们能够对学过的知识进行巩固和内化。  

探究式教学法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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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应用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凭借自己

的经验和知识来展开探索,从而能够尝

试利用自己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新问题,

有利于学生独立人格品质的形成。同时,

还可以调动起学生运用多种感官,强调学

生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交融,使认知活

动可以建立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利用学习

主体的实践活动来推动学生发展。 

2 利用探究式教学进行语文教

学的价值 

2.1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进行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

字的信息向学生传递相关的语文知识。但

在初中学生中,普遍学生的语文理解水

平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学生

的语文能力,就要让学生对语文有一定

的了解和认知,增强语文能力,促进学生

的发展。 

初中语文课程的所有文章都是根据

初中生的理解能力来选择的。与小学语

文教材不同的是,初中语文的教学重点

不在汉字识别的层面,是让学生了解文

章的主题和内涵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

学生接触的文章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

叙事、散文、古诗词和文言文。初中语

文教学中核心素质的形成,可以引导学

生从多个角度正确理解文章的意义,发

散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2.2培养学生语文思维 

初中阶段是学生思想意识基本成型

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中,老师要对学生进

行正确的引导,促使学生进行相关的语文

知识探讨,形成自身的语文思维,为学生

之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在初中语文

课文中,老师通过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进

行相关的问题探讨和问题分析,让学生进

行探究式的学习,这能够帮助学生更好

地掌握语文知识,使其形成自身的语文

意识和语文思维,这对于学生之后的语

文学习以及语文发展而言十分有利[1]。 

2.3使老师更明确学生的发展需求 

在进行初中语文的教学过程中,老

师面临着较为繁重的课业压力,在进行

教学时对于学生的语文思维以及语文的

探究能力缺少一定的关注,不能对语文

知识产生一定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在

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十分枯燥,

学生出现抵触心理,这对于学生语文核

心素养的形成十分不利。在新课改的背

景下,老师可以将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

对一些学生不理解的地方,能够进行及

时地解决,通过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进

行语文的分析。在学生进行探究的过程

中,老师能够清楚的了解到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生对哪些知识掌

握的还不够透彻,便于老师及时的调整

教学方案,提高教学质量。 

2.4使学生的语文思维更加完善 

探究式教学,可以让学生对语文的

学习能够更加地全面,语文的知识内容

和知识较为繁琐和复杂,很多情况下学

生们对于语文的学习内容会感到枯燥无

趣,并不是很想去深入地学习和了解。探

究式的初中语文教学,可以将语文的知

识点内容通过问题探索式的方法进行下

去。此外,探究式的语文教学可以让学生

对语文知识内容有一个分层式的了解和

掌握。每个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对

内容进行一个了解和划分,依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解和学习。相关的

问题可以使学生对语文学习内容进行一

个逻辑上的理顺,语文的学习学生具备

一定的思维能力。老师在进行语文的讲

授和准备教案的过程中,要对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帮助学

生进行一个知识的划分,对一些较难掌

握的问题,老师可以利用不同的问题,对

学生进行分层的引导,提高学生的理解

能力,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1]。 

3 在探究式教学下进行语文教

学的相关要求 

3.1教学方式多元化 

在教育模式不断改革的背景下,以

往的教学模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学生的做题能力虽说能够得到

一定的提升,但学生不能够进行全面的、

综合性发展,这就会造成学生群体中出

现“不均衡”发展的现象。这就对老师

的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的方式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

老师要对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专业

知识储备进行定时的革新,要对自身的

授课方式以及授课的内容进行提升,创

新自己的课堂教学方式,可以通过一些

信息技术手段例如多媒体、投影仪等,

利用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语文探

究。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能够使提高学生

的积极性,对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十

分有用。 

3.2进行教学时教学的内容要条理

清晰 

以往的教学模式中,老师们通常采

用的教学模式是依据教学的内容来进行

展开的,很多情况下老师对于初中语文

的教学也没有一定的计划,这样就会给

学生营造出一种混乱教学的错觉,对于

学生的学习以及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这就提醒老师在进行语文教学的

过程中,要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根据实

际的教学内容制定出合适的教学计划,

制定出明确的教学内容,规划好相关的

教学目的,整节课堂要围绕教学的目的

来进行,对于整体的学生学习情况老师

要做到及时地了解,并进行定期的测试。

对于学生学习习惯不好的情况,老师可

以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学习方式,并进

行培养。在这样积极的学习氛围下,初中

语文能力、教育教学水平以及学生的学

习能力会有明显的提高[2]。 

4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运用探究

式教学的相关策略 

4.1利用小组学习,进行课堂探究 

探究式教学对学生的探究能力以及

实践能力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在

初中语文的课堂中,小组讨论式的探究

方式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说能够起到促进

作用。但老师要先对学生的整体学习情

况以及对知识的接受和掌握情况,进行

小组的划分。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

生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分配。一个小组

内要包含探究能力较强以及基础知识较

为扎实的学生同时也要存在地理综合能

力较差的学生,学生之间可以进行互补,

互相学习。当老师确定一个探究问题时,

小组之间可以进行讨论和探究,找到题

目的解决办法以及相关的知识内容。在

这个过程中,老师要在一旁对学生进行

引导,帮助学生找到相关的内容,提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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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探究能力以及对知识的理解能力。

但是老师在进行题目设置时,要注意把

握题目的难度以及题目的层次,要根据

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进行题目的划分。 

4.2创新教学方式,激起学生的学习

兴趣 

在进行学习语文的过程中,由于其

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字和古诗、文言文,

学生在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会感到枯燥无

味,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老师要

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针对于学生的兴

趣,将课本的内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转

化为吸引学生的动态形式,利用声音、图

片等加深学生们对于语文内容的理解。通

过一些多媒体设备,让学生了解相关的语

文知识和语文文化,对于每一篇文章背后

的历史和作者的背景,老师都可以向学

生进行展示,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

内容可以让学生自主地进行问题的探究,

自发地进行文章的探索和学习,这对于

学生探索能力的发展大有裨益。 

4.3增强提问的有效性,提高学生的

地位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往往是

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对于学生的教学活

动以及学生的学习进度等起到了一定的

掌控作用,过于重视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的地位,对于学生的地位没有过多地关

注,这就对学生的语文思维发展起不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好的教学并不在于

老师在一堂课中讲了多少内容,而是看

学生掌握了多少内容,以及能否对学到

的知识进行利用,并对自身的知识能否

产生疑问并进行反思。因此,老师在进行

教学时,要想利用探究式教学,老师要对

教材进行深入地研究,对于教学的重点

内容以及难点内容进行研究,找出有价

值的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引导学生进

行探究。与此同时,老师也要对学生的个

性以及心理状态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

对于学生的学习水平以及学习方式进行

大致的了解。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初中语文《春

望》这一古诗时,学生们读完全部的文章

之后,你可以发现这篇文章讲述的主要

情感是爱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师可以

向学生提问,作者是在何种背景下进行

写作的？作者怎么表达出自身的感情？

让学生带着问题再进行阅读,这样一来

能够帮助学生对相关的古诗内容进行探

究,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3]。 

5 结语 

探究式教学模式,能够帮助学生快

速地掌握教学重点内容,老师通过对学

生进行多样化的教学,积极使用探究式

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此外,还要

对学生的语文思维进行培养,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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