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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窦桂梅老师的小学语文新课导入根植于文本本身，从

小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为学生提供轻松而又愉快的语文

学习环境，在小学语文新课教育教学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论文基于对窦桂梅老师小学语文新课教学实录的学习，立

足于小学语文教学实际，对窦桂梅老师的小学语文新课导

入进行研究，提炼出多样化的小学语文新课的导入方法，以

求对自己今后的教学，也对广大语文教师的新课教学导入有

借鉴意义。

2 新课导入的概念及作用

2.1 新课导入的概念
新课导入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之一。“导入，也叫‘引

入’，是课堂教学伊始教师和学生所有教学活动的总称。[1]” 

新课导入就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立足于教学内容，结合

客观的教学条件和学生的学习实际，在正式进入新课主体

教学之前，用简短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新课教学中，

顺利进入新课主体教学的一种教学活动。课堂导入的方法

主要有：直接导入，直观导入、故事导入，复习导入等。

2.2 新课导入的作用

2.2.1 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学习的兴趣
新课导入是学生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多种心理

活动参与的过程，而集中注意力则是这个过程能顺利进行

的重要前提。教师用巧妙的方法导入新课，能在学生还没

办法自觉投入课堂学习之前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上课就

能把学生牢牢吸引住，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进行正式的

新课教学。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学习

兴趣是让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并保持高效率学习的核心

要素之一。教师精彩的新课导入，能让学生如沐春风，如

饮甘露，在学习未知的新课之前对探索新知识产生浓厚的

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望。

2.2.2 明确教学的目标，启迪学生的思维
新课教学目标是指教师教授新课希望学生达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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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教学目标，能让学生迅速理清学习的思路和重点。教师

有针对性的新课导入，明确定位新课的教学目标，有利于学

生快速确定学习方向，保持学习的积极性，收获学习的成 

就感。

思维是指人脑借助于语言对客观事物概括的、间接的

反应过程。课堂学习就是学生将教师讲授的内容变成自己的

经验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学生思维的参与。教师有重点的

新课导入，学生的思维能得到迅速开启，让学生尽快把握思

维中心，集中注意力学习新知识。

2.2.3 创设愉快的氛围，联系师生的感情
愉快的学习氛围能让学生把学习和生活环境结合起来，

激起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依据教材创设以富有感情、生动形

象的学习氛围，能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教学内容 [2]。教师创设

情境的新课导入，能让学生在相对真实和轻松的环境中学习

知识，营造愉快的学习氛围，产生积极的学习体验。

教师和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师生之间能够

相互尊重和信赖，便能更好地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教师走

心的新课导入，能够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对教

师产生好感也会更加主动地学习教师所讲授的课程，师生的

情感会在导课过程中得到联系。

3 当前小学语文新课导入存在的问题

3.1 单一缺乏新鲜感
目前，部分小学语文教师仍然固守传统的教学方法，

在小学语文新课导入的环节中，最常用的方法还是直接导

入，一部分教师也仅仅是在上课前，将学过的知识拿出来做

简单的复习，不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这种导入方法会

造成导入时间过短的问题，小学生不能及时地把注意力集中

在课堂上，积极性也没能充分调动起来。

3.2 呆板缺乏趣味性
一般来说，小学语文的课文设置要体现科学性、思想

性和对学生的适用性，选取符合小学生逻辑特点、心理特点

及趣味性较强的内容。但是一部分小学语文教师不注重把握

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课文之间的关系，也不注重理解课文之间

和学生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更不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

通和交流，强行在导入时将自己认为对的思想灌输给学生，

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唤醒调动，语文学习就会缺乏趣味性。

窥一斑而知全豹，由课堂导入方法的不用心，可以推测整个

课堂教学方法的呆板、无趣。学生面对教师呆板的新课导入

会降低对语文学习的期待，不利于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甚

至会因为教师的教学方法厌恶语文这门课程。

3.3 模式化缺乏针对性
新课标提出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小学语文的教学就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

课程的设置。但是现在很大一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将教学目标

与三维目标割裂开来，深陷于模式化的泥沼，一些教师不对

教材做系统性的理解，把所有文章割裂开来教学，不顾及其

他的知识点。这些都会让新课导入缺乏针对性，导致学生学

习时眼里只有某一篇课文，不会承前启后，不利于知识点的

整合及学习经验的内化，不能有效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3]。

4 窦桂梅小学语文新课导入的方法策略

窦桂梅老师的小学语文新课导入很好地解决了上述存

在的问题。教学原则强调，教师教学要遵循启发性原则，尊

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窦桂梅老师在符合小学生认知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多种

有趣灵活又不偏离文本的新课导入方法，上新课伊始就可以

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激起学生积极探索新知识的

兴趣，并让学生明确学习的目标和重点，为一整节课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由于窦桂梅老师的新课导入方法多种多样，下

文将把这些导入方法做总结概括，以更好的研究小学语文新

课导入方法。

4.1 教师要做带领学生游览课文的导游
“导游”是指引导游客游览景点为职业的人。如果把

小学语文比喻成学生去游览的“景点”，那教师就是带领学

生游览这些“景点”的“导游”。作为“导游”的教师可以

通过联系与“景点”相关的作品、讲述在“景点”发生过的

趣事、科普与“景点”相关的常识性知识等方式，再配以声

情并茂的语言，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游览这个“景点”，令

学生流连忘返。

4.1.1 联系作品导入
联系作品导入是指在新课导入时，联系与所讲授课文

相关的其他作品。在使用这种新课导入方法时，教师要以谈

话法为主，根据学生已有的经验进行问答，同时需要注意作

品与课文之间的联系，以免造成学生学习上的不连贯，影响

学生学习的整体性。

①联系题材相同的作品。

联系题材相同的作品有很多种形式，比如：复习学过

的作品，选择使用更能吸引小学生注意力的美术作品和音乐

作品等。窦桂梅老师在讲新课时，在很多教学情境下运用了

这种导入方法。

在讲授《清平乐·村居》这首词时，窦桂梅老师巧妙地

联系了清朝诗人高鼎的《村居》，在学生背诵复习这首诗的

同时，让学生感受用诗词来写景的魅力，明确本节课的重点

是学习写景的诗词，并引出在《村居》这个题目下，诗和

词的描写有什么不同。在讲授《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时，

同样是描写景色，窦桂梅老师则选择出示画家侯国良的名画

《祖父的园子》，学生在预习文章后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画

面，这种情况下给学生更加直观的视觉画面，让学生在学习

时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讲授《林冲棒打洪教头》这篇小

说时，窦桂梅老师刚上课就给学生播放了电视剧《水浒传》

的主题曲，因为是耳熟能详的歌曲，能更快地吸引住学生的

注意力，在听完歌曲后窦桂梅老师用《水浒传》中英雄起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8%A8%80/727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6%82%E6%8B%AC/1101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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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开场，激昂的音乐配上豪迈的思想情感，学生的情绪

能被一下子带动起来。

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强调，学习就是新知识与学习

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知识建立起非人为的和实质的联系。窦

桂梅老师在巩固检查以往作品时，与传统直接复习的方法不

同，是在保证作品之间能对比学习的前提下，在恰当的时机

用巧妙的方法启发学生自己联系起学过的内容，保证作品之

间建立起非人为的和实质的联系。而联系图画、音乐等作品

时，则应该在考虑存在联系的前提下再深入考虑小学生的心

理接受能力，小学生的观察力正在向精准、有目的、有顺序

等性质发展，有意想象开始增强，教学应该注意体现直观性

原则。对于小学生来说，模像直观和听觉冲击比起枯燥的回

顾，更能激起他们的有意想象，激发求知的欲望。但是要注

意联系的时长和方法，分清主次，在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

来后及时进入课文学习。

②介绍节选课文的原著。

教学的循序渐进原则强调，教学要按照逻辑结构体系

和认识发展顺序进行，教学要抓住主要矛盾，由大到小，由

浅入深，由易到难。介绍原著导入就是以学生预习及了解过

的课文原著为基础进行循序渐进的导入。介绍原著的作用主

要是让小学生在学习课文，特别是小说题材的课文之前，简

单的了解文章的大背景，让学生学习时不会产生课文被架空

的感觉，还能进一步激起学生了解原著的兴趣。在传统的新

课导入方法中，教师介绍原著的方法一般都是直接向学生叙

述原著的写作背景，枯燥无味，而窦桂梅老师在介绍课文原

著时则与这种教学方法不同，她更注重的是结合学生对原著

的理解、自己对原著的理解及节选课文的内容启发学生，引

导学生独立思考，循序渐进地引出课文内容，让学生感受原

著的整体情节和情感基调，再进行对课文的深入学习。

在《林冲棒打洪教头》这篇课文的教学中，窦桂梅老

师先给学生听音乐，同时用小说中人物起义的背景作为开场

语，在充分带动学生情绪的前提下，她由起义背景介绍到

一百零八将，再顺势引出林冲这个角色，在介绍林冲时又结

合了《水浒传》原著中豹子头林冲相关的故事情节，最后引

出本节课的课文题目。而在讲授《三打白骨精》这篇新课文

时，先让学生复习“四大名著”，引出《西游记》后让学生

阐述师徒四人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特点，并配上生动的图

画，再由《西游记》中孙悟空火眼金睛的片段联想到想吃唐

僧肉的妖怪，最后引出“白骨精”，进入课堂学习。在运用

这种导入方法时，窦桂梅老师由大到小层层递进，学生的情

绪也层层递进，可以富有激情地进入课文教学。

运用这种方法需要注意课文的体裁以小说为主，注意

介绍的时长，要把与课文联系最密切的部分用作情绪的递进

点，不能为了介绍原著而介绍原著，要分清教学的主次。

4.1.2 讲述趣事导入
讲述趣事导入是指，在新课导入时分享一些与课文内

容有关的趣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小学生的注意力还处在

无意注意起主要作用的阶段，注意的集中性和稳定性差，这

个方法主要利用了小学生好奇心强、热爱趣事趣闻的本能，

在利用学生无意注意的同时，吸引住学生对学习的有意注

意，达到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目的。这个导入方法则是以

讲述法为主，但是不能使用与课文无关的趣事还要注意趣事

的时长。

与作者经历有关的趣事。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理解文章的传统方法。利用

作者的趣事设置悬念，对学生产生积极探究新课文的兴趣能

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生了解作者后也更容易理解课文所

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窦桂梅老师抓住小学生喜欢听故事的心

理，介绍作者时通常喜欢给学生讲述作者身上所发生的趣

事，以此来吸引学生关注作者，不仅营造了轻松愉快的学习

氛围，而且能迅速启迪学生的思维。相对于传统死板的介绍

作者简历的方法来说，学生更容易接受也能更快速地进入课

文学习。

例如，窦桂梅老师讲授《丑小鸭》这篇课文的时候，

就运用了这种导入方法。在介绍作者安徒生时，窦桂梅老师

从他的人生经历出发，选取了安徒生好旅游的特点，向学生

介绍了一个有想象力但又有遗憾的童话作者，并以学生熟悉

的《安徒生童话》作为和学生交流的切入点，当能回答教师

的问题时，学生自主参与课堂的兴趣也会变得浓厚，窦桂梅

老师就在边介绍作者边和学生的交流中引出了新课的题目。

4.2 教师要做与学生志同道合的朋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是指有共同话题，有共同目标的

朋友，共情是朋友之间的特点。教师和学生做志同道合的朋

友，可以拉近教师和学生的距离，并和学生倾心交谈。所以，

教师在课前可以和学生以学生感兴趣的、师生有共同感受的

经历作为话题来互动交流，达到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

最后实现完成课文教学的共同目标。

4.2.1 介绍经历导入
介绍经历导入是拉近教师和学生距离最有效的方法之

一，往往能使学生感到亲切，特别是能让师生产生情感共鸣

的课文，最适合用介绍教师人生经历的方法。窦桂梅老师在

讲新课时，以介绍经历的形式拉近距离，用师生共同的感情

状态进入课文教学，一起体会课文中的思想感情，让教师、

学生和作者在情感上达到一致。

在讲《我的爸爸叫焦尼》这篇新课文时，窦桂梅老师

把爸爸妈妈作为和学生交流的突破口，先用更能唤起学生情

感的妈妈导入，用自己和每个人的妈妈都会做的事情，让学

生把注意力都集中妈妈身上，引起学生对母爱的感动。然后

再转向一般都是以严厉著称的爸爸，和学生讨论当提到父亲

这个角色时的感受。最后借助学生对爸爸复杂的感情，来引

起学生想要了解新课文中的爸爸的兴趣。在学习小说《魅力》

时，窦桂梅老师也以自己的童年作为切入点，唤起学生对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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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记忆，引起学生对课文中所描述的童年的学习兴趣。

4.2.2 以情激情导入
这是在教师和学生不熟悉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进行

而教学使用“用情感唤起情感”的导入方法。窦桂梅老师强

调，在面对不熟悉的学生时，要注意和学生“一见钟情”。

比如：在讲授《曼谷的小象》这篇文章时，她先让学生猜自

己的年龄，主动地向学生介绍自己的女儿，在“窦桂梅老师

和学生的妈妈差不多，学生和窦桂梅老师的女儿差不多”这

样的情感互动中，把教师、学生连接起来，无形中也和《曼

谷的小象》中的象妈妈连接起来。接着向学生介绍自己的姓，

在学生学习新字的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今天这位不熟悉的

教师是愿意和大家交朋友的。就在这一来二去的互动中，学

生接纳了窦桂梅老师，窦桂梅老师也自然地导入新课 [2]。

5 窦桂梅新课导入方法对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的
启示

5.1 以文本内容为立足点
语文新课导入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习课文内容，所以

不管导入的方法如何，选择的导入内容一定要立足于文本。

教师在选择导入内容时要注意与课文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在

导入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要学习的新课内

容上。偏离文本去吸引学生注意力的行为，是不能准确地进

入课文学习的，甚至会出现教师已经进入了正式内容教学，

学生的思想还停留在教师的导入内容的情况，出现把学生带

跑的现象。

5.2 以课前预习为支撑点
课前预习是每个学生必须进行的一项学习任务。为顺

利完成课堂目标，教师要布置明确具体的预习任务，包括先

清楚了解新课的背景是怎样的？新课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在教师讲授课程时期待得到解

决。教师的新课导入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课文学习，但是可

以在这个过程中启发学生在预习基础上产生的问题和感受，

教师在导入时也会因为学生的预习而减少一部分阻力，不会

出现“一问三不知”的尴尬情况。

5.3 以心理特征为出发点
小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发展尚未成

熟，所以教师需要从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小学生总是会对

有趣且新颖的东西感兴趣，教师要以新奇的方法来唤起学生

的好奇心。比如在窦桂梅老师的新课导入时，她运用了各种

导入方法，但大部分都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用有趣的教学内

容来唤起学生对课文的关注和相应的心理状态。

6 结语

总之，新课导入的方法有很多，也不仅限于窦桂梅老

师的几种导入方法，只要教师根据学生实际，课前认真准备

精心设计，勇于向别人学习并实践和创新，就能设计出适合

于学生也适合于自己的导入方法，有效率地完成每一节课，

教师在愉快中教书，学生在愉快中学习。

参考文献
[1] 林小妹.小学语文课前有效导入方法探究[J].新教师,2022(4): 

66-67.

[2] 张龙.“拉家常”式课前导入让小学语文课更有趣[J].青少年日记

(教育教学研究),2018(9):78.

[3] 徐伟华.小学语文课前导入的有效开展策略[J].青少年日记(教育

教学研究),2019(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