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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today, Chinese rural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can not be ignored, the need for rural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 participation is a basic 
form to realiz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udents in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eate situation, make student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design a variety of activity forms and activity organization 
forms to make students easy to participate; carry out learning method guidance, so that students are good at participating” strategy, to 
buil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subject particip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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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主体参与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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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国农村小学教育不容忽视，需要对农村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进行改革，培养学生主体参与的意识，
而主体参与是实现学生教学活动中主体地位的一种基本形式。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通过实施“创设情境，使学生乐于参与；
设计多样的活动形式及活动组织形式使学生便于参与；进行学法指导，使学生善于参与”的策略，以构建小学语文主体参与
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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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国农村小学教育不容忽视，

这就要求教师要改革农村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主体

参与意识、能力和精神，笔者提出了“农村小语课堂教学中

学生主体参与的策略研究”的课题研究。通过研究探索激发

农村小学生主体参与课堂教学的策略，以改变农村小学语文

课堂教学落后、沉闷、机械、教师“一言堂”的局面，营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增强课堂的活力，落实学生主体地位，培

养农村小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的意识，提高主动参与的能力，

从而提高农村小学生的整体素质以及农村小语教学质量。

通过实践，笔者就如何激发学生主体参与这个问题总结

了适合中国农村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教学策略。

2 营造民主、宽松的氛围，让学生敢参与

营造民主、宽松的教学氛围是学生主体参与教学的前提

和保证。教师在教学中以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学

生，唤起学生的自尊心，努力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亲密、和谐、

融洽、依恋的情感纽带，创造出师生之间情感交融、心心相

印的情感氛围，使学生体会到师生间、生生间是平等、自由、

民主、尊重、友善、宽容的，树立学生的自信心，从而勇敢

地参与学习的全过程，良好的课堂氛围需要教师去努力营造。

因此，教师要做到以下几点。

2.1 要刷新旧的观念

改革课堂教学中“唯师”“一言堂”“家长式统治”的作风，

必须废除“师道尊严”的思想。教师要放下架子，主动亲近

学生，由权威者、传播者逐步变成指导者、鼓励者，努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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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把自己的外在权威转化为内在的权威，用高尚的人格魅力

去感染学生，让课堂成为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索、热烈讨论、

各抒己见地发挥个性的“天堂”。

2.2 尊重学生，热爱学生，相信学生

在教学中，教师要以自己良好的情感引发学生积极情感

反应，教师的一个满意的微笑、一个轻轻的抚摸、一个赞美

的眼神、一句鼓励的话语都是一个微妙的评价和情感动员，

使学生受到鼓舞、感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在课堂上做到五个允许：答错了允许重答；回答不完整

允许补充；不懂的问题允许发问；没想好的允许再想；意见

不同的允许争论。充分信任学生，把他们当作教学的资源，

从他们的兴趣和意愿出发，这样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

就会充分调动起来 [1]。

2.3 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实施这一策略需要教师有广博的知识，有丰富的教学艺

术，有较高的驾驭课堂的能力。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

的素质，增强自身的人格魅力，以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知识

去赢得学生的信任，这样才能开放课堂，才不会出现课堂“一

团糟”的混乱局面，做到能放能收，真正成为组织者、引导

者和鼓励者。

3 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参与兴趣

小学生学习语文，需要有一种内部动力来达到学习目的，

这种内部动力就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强烈欲望，而这种欲望直

接来源于学习语文的兴趣。因此，在教学中，要应用一切有

利的条件，根据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心理特点，运用多种媒体、

游戏、谜语等，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

3.1 导语激趣

教师生动、有趣，富有激情的导语，是激发学生参与兴

趣的“催化剂”。如在进行枯燥的生字词教学时，笔者对学生说：

“同学们这篇课文有一个个‘暗堡’（生字）阻碍了我们学

习前进的道路，我们是一个个勇敢的小战士，看谁最快把这

些‘暗堡’找出来，并把它们炸掉，说说你是用什么方法炸‘暗

堡’的，好不好？”学生对此非常感兴趣，运用自己学习生

字词的方法，很快地把生字词划出来，运用工具书把生字学懂，

效果很好。

3.2 情境激趣

根据小学生好奇的心理特点，教学中教师可采用猜谜语、

做游戏、讲故事、运用直观图片、电教手段或声情并茂地讲授，

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吻合的情境，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使学

生内心深处想参与学习。例如，课前做猜一猜、赛一赛等游戏，

进行词语接龙比赛，教师诙谐地做自我介绍等，把学生参与

的情绪调动起来，让学生以饱满的情趣参与教学活动。

3.3 以争激趣

小学生具有争强好胜的心理，这是课堂教学得以进行和

深化的动力。要充分利用这一心理，在课堂上采用丰富多彩

的讨论形式，让学生争论、探讨、辨别正误，促使学生思维

火花互相撞击，注意力高度集中。有效的争论过程就是引导

学生积极思维、不断创新的过程。

3.4 以新奇激趣

长期以来，“千课一法，千人一面的”教法是造成学生

厌学、学生主体地位丧失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以文而异、因地制宜，所授的教学内容、呈现的方法、

运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要不断变化和更新，使学生感到

新奇、刺激、有趣、迷恋，常有新鲜感，从而引起学生的无

意注意，确保参与兴趣的持久性。

4 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积极参与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在教学中要精心设问置疑，创设

问题情境，让学生进入“心求通而未能通，口欲言而未能言”

的境界，打下学生思维的闸门，使他们有强烈表达的欲望，

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1 精心设计问题

教学中，教师根据课文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捕捉学生的

疑点，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设计的问题要有适当的容量、

有思维的价值，使学生处于“愤悱”的心理状态。

4.2 鼓励质疑问难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成为平等的参与者和热心的辅导

者，当学生质疑问难时，教师要启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

质疑，让学生从不敢问到敢问，从不会问到善问，并引导学

生自己去解疑，使学生的参与向深层推进。例如，引导学生

从课题上质疑，从课文的遣词造句上质疑，从文章内容的前

后联系中质疑，从课文表达的中心上质疑从标点的运用上质

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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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给学习方法，让学生学会参与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就

是方法的知识”。学生在课堂上要有效地参与语文活动，还

有赖于一定的学习方法，学生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学法，并能

运用恰当的方法，才能真正把握住学习的主动权。

5.1 教给学生基本的方法

例如，预习、读书、听课，观察、质疑讨论、练习、反馈、

复习、考查等方法

5.2 教给学生特殊的方法

例如，阅读过程的词义理解法、段落划分法、段意归纳法、

中心概括法、用词造句法；写作中的描述法、说明法、写体

会的方法等。

6 创造参与条件，让学生有机会参与

学生有了参与的积极性，还要有机会参与，主体参与才

能落到实处。

6.1 提供说话的机会

凡是学生能动口的尽量让学生动口，凡是能让学生归纳

的尽量让学生总结归纳，凡是学生能描述的尽量让学生描述。

例如，说说课文的大意，说说插图的意境，说说自己的看法，

评评同学读得怎样等。

6.2 提供朗读的机会

要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提倡多读书，

少做题必须多给学生读的机会，通过各种形式的读，如自由

读、个别读、小组读、全班读、分角色读等，让每个学生都

有读书的机会，在读书实践中逐步读出情（情感）、读出形（形

象）、读出意（意境）、读出神（神韵）。在读中整体感知，

在读中品析语言，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有所感悟。

6.3 提供讨论的机会

在教学中教师要尽量提供讨论的机会，在合作探究中，

学生之间是一种亲密合作的伙伴关系，学生会感到学习的轻

松愉快，会全身心地参与，采取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课文，

并在讨论中互相启发在交流中互相促进，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在讨论中使学生学会倾听、善于从别人

的思路中得到启发，让每个学习者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交谈，

实现学习主体的共同性参与。

6.4 提供思考的机会

在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思考时间，多为学

生提供独立思考的机会。不能再出现像通常所见的“教师把

问题提出来，学生还没有读书，没有思考几秒钟，还没有弄

清问题是什么，教师便迫不及待地开讲了，怕学生耽误事先

设计好的计划”这种现象了。

6.5 提供提问的机会

教师在课堂上把提问权交给学生，让学生按自己的思路

走，鼓励学生大胆地提出问题。提问的方式有多种，可让学

生在小组上提问，再由小组长收集意见把问题提出来，也可

让学生在课堂上独自提问。学生通过动脑筋提出的问题，有

些是很有价值的，很值得思考的。

7 反馈调控，让学生有效参与

教学过程是师生间为实现教学目标而进行的有目的的信

息传递和调控过程，教与学双方均在信息输入与输出的基础

上及时获得反馈信息，及时进行调控。

7.1 汇报交流，反馈调控

当学生讨论教师提出的问题后，教师要组织学生反馈学

习的结果，并作相应的确认、补充、纠正，使学生得到及时

的矫正性的指导或自我矫正的时间，有效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7.2 游戏竞赛，反馈调控

根据所学的内容及学生的年龄特征，在教学中组织有趣

的游戏或竞赛活动，检查学生所学情况，如学完生字词时，

组织学生做找朋友、摘苹果的游戏，比赛谁认得多、认得快、

读得准，看看会出现哪些学生难掌握的容易弄错的生字，教

师要及时纠正学生出现的错误

7.3 当堂测试，反馈调控

当学习完新课时，充分运用电教手段适当对学生所学知

识点进行测试，通过学生自评和互评、教师集中统计，了解

教学效果，针对存在问题及时纠正，使学生的头脑中错的痕

迹在尚未定型时得到及时地消除，杜绝错误再次发生，这样

有利于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

8 分层教学，让学生全员参与

受教育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每一个学生进入学校走进课

堂都有平等的发展权。为了激发各类学生都能参与到教学过

程中，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进行分层教学，让每个学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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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良好的发展。

8.1 教学目标制定弹性化

为了适应各类学生学习上的差异性，让不同层次的学生

按不同层次的要求拥有同等参与活动的机会，教学目标的制

定要有弹性，做到下能保“底”，上不封“顶”。

8.2 作业设置多样化

每次学完新课在布置作业，巩固知识的时候，要设置多

样化的作业供学生选择做。一类是基础题，一类是发展题，

还有一类是提高题。让基础较差的同学做基础题，而成绩好

的同学则在完成基础题后选做发展题、提高题，这样各类学

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巩固和提高，而学生完成作业时均较有

兴趣，效果很好。

8.3 效果评价灵活化

各类学生的程度不同，对他们的要求就不一样，评价

的时候也要灵活，要因人而异。要看到每位同学的进步，把

握各位同学的个性，优等生的要求应高一些，这样分层评价

有利于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使每位学生都参与学习的全

过程。

9 走近学生，师生共同参与教学各环节

教学活动是教师指导下学生主动学习的过程，教与学是

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伴而随。教师是教学活动中的

一员，和学生应是平等的，学生参与教学，就是要参与教学

的各个环节，发挥他们最大的主体能动性。

9.1 师生共定教学目标

新课伊始，提出课题后笔者引导学生：“我们应该学会

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从知识目标、思想目标、情感目标

去启发学生们说，让每个学生都朝着自己制定的目标努力， 

成为真正的主体参与者。

9.2 师生共定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和教师一起找出教材的重点难点，把握教材的

教学要求，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把

握学习的主动权。

9.3 师生共商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课文，根据自己的实际寻找学习方法，

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运用方法。

9.4 师生共同参与板书和练习设计

当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时，可让学生依照教

师的板书线索进行板书设计，并根据课后的要求设计出形式

多样的练习，有许多学生能综合平时教师的做法，创造性地

设计出各式各样的练习题 [2]。

9.5 让学生自主设计家庭作业

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地选择巩固练习，不要重复

做自己已学懂的、已牢记的知识点，选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

或掌握得不够牢靠的内容。

实验证明，学生主体参与的策略的应用不仅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以及农村小学语

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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