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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初，随着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小学

语文课堂中出现的教学针对性、系统性弱，学习内容整合性

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其中，尤以窦桂梅老师的小学语文主题教学改革成效

最为显著，影响最为广泛。因此，笔者将对窦桂梅“主题教学”

思想进行探讨，从主题教学的内涵、当前小学语文教育存在

的问题、主题教学思想对小学语文教学启示三个方面进行探

究，以期能够通过对这一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为后续研

究者提供一定借鉴。

2 主题教学的内涵

主题教学的内涵是小学语文教师学习主题教学的基础，

中国诸多研究者都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学者窦桂梅

认为，主题教学就是从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

新全面认识课堂教学，整体构建课堂教学。简单来说也就是

围绕一定主题，充分尊重个体经验，通过多个文本的碰撞，

在重过程的生成理解之中，实现课程主题意义建构的一种开

放式教学 [1]。李琦则认为，主题教学是将课程与知识点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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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在完成各个知识学习的基础之上，实现教学主题的逐

层推进，使得教学活动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给与了教学对

象充分的想象空间 [2]。基于此，笔者认为，主题教学就是指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习主题，关注学生体验，对课内

外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学习体验，最终

完成课堂主题构建的一种开放的、新式的教学。

3 小学语文教学存在问题研究

3.1 教学目标不清晰

面对丰富的语文教学内容，语文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往往

感到无从下手，虽然有课标作为教学目标制定的依据，但是

课标仅仅只能作为最基本的要求。对于教育发展超前的地区

而言，课标要求不能够匹配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需要，反

而会限制学生的发展，而此时，教师如何制定一个明晰、科

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就成为了一大难题。没有明晰的教学目

标作为基本前提，教师在授课时只能从“满堂讲”到“满堂问”

再到“满堂论”，始终无法走出对于内容分析的套路 [3]。

3.2 学生自学能力较弱

由于小学生的各项能力都处于形成和发展之中，在学习

过程之中他们不可避免的会依赖于教师的讲解和帮助，而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又抱着“学生肯定不懂”“不讲学生不

明白”的思想，把所有的知识和问题都一一解答，长此以往，

学生对于教师更加依赖，而教师则是完全充当一个“教书匠”

的角色，在课堂上疯狂输出，把所有的知识都向学生呈现出来。

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之上，逐渐失去了自学的意识，导致学生

几乎完全依靠教师和书本，无法形成较强的自学能力。

3.3 教育资源整合形式化严重

窦桂梅对“主题教学”进行阐述时谈到，要将课内外教

育资源进行整合，通过主题的方式呈现 [4]。而如何进行知识

的整合又成为了教育理论者和实践者的一大难题。主题教学

的精髓是贯穿知识点、形成一个完整的主题，通过寻找不同

教学资源的相似性、相关性，使教学连贯起来，让学生在接

收知识时能够层层递减、由浅入深，但许多教师在进行教育

资源的整合时仅仅是将相同题材教学内容连接起来，或者变

换课文的顺序。这样表面的整合不但没有达到主题教学的目

的，反而使得学生在学习时不知所云，从一篇课文到另外一

篇课文的简单模式仍然没有改变。

4 “主题教学”思想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4.1 调整课堂活动，合理安排时间

新课程改革强调要建立开放的语文课程，小学语文课堂

教学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把学生放到

课堂教学的中心地位，用贴近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代替

教师的“满堂灌”，打破教学仅限于课堂的局面 [5]。教师应

该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之上，把一节课的“主题”作为教学的

中心和重难点，围绕“主题”设计多种多样的课堂活动，把

课堂的时间让一部分给学生，把课堂的环节拿一部分给学生。

丰富多样的课堂活动能够极大地激发小学生的兴趣，集中学

生注意力，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但是，课堂活动并不是课堂

教学的全部内容，教师应该在课前做好充足准备，将本课的

主题设置清楚，结合教学目标和学生情况，设计出合理的、

适当的、科学的课堂活动，而不是矫枉过正，从“满堂灌”

变成了“满堂玩”。教师的教授和学生的课堂活动应该按照

一定的比例进行设计，课堂时间应该科学分配，使学生既可

以通过“主题教学”感受乐趣，获取知识，也能够在教师的

指点之中获得成长和进步。

4.2 转变师生角色，兼顾师生双方

师生角色一直以来就是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和探讨

研究的热点问题，从传统的“教师权威”观到如今的“师生平等”

观，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角色不仅仅影响着师生之间的

交往，也影响着教学效果、课堂效率和师生成长。教师在“主

题教学”的模式下要主动转变传统的教师权威观，把自己放

到一个和学生平等的位置上，改变传统“学生听从于教师”

的现状，自觉主动地构建和谐、平等、相互尊重的师生观 [6]。

在授课时，面对思维活跃、乐于表现自己的小学生们，教师

要做到课堂有来有往，不仅是教师的授课，还应该给与学生

充分的表达机会。例如，在课文《桂花雨》的学习中，教师

可以让学生们以“花”为主题，介绍自己喜欢的花，并说说

它们都代表着什么样的品格？有什么样的含义？学生在得到

教师的提问后，会将教材当中有关花的内容都进行阅读，并

且热烈的参与谈论，得出自己的结论。在学生活动结束之后，

教师进行简单的生字学习、段落分析，再让学生们谈谈对于

桂花的看法，学生们自然就能娓娓道来。这一过程中，教师

没有直接去告诉同学们桂花代表着什么，但是学生却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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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花之间的对比找出桂花和其他花的差异，从而更好地理

解作者的思乡之情。这就是师生之间互动得到的良好反馈，

使得课堂呈现出“你来我往”的氛围。

4.3 整合教学材料，切合实际需求

整合教材是进行“主题教学”的关键，一般来说，教学

材料的整合是多方面的，可以是语文学科内的整合，比如将

教材按照体裁进行划分，或者是按照主题进行划分，把零散

的知识变成一块一块的知识。还可以是跨学科的整合，例如

把语文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甚至还可以是校内外教育资源

的整合，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都变成教学材料，运用

到教学之中 [7]。但是在教学材料整合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

需要和实际情况来进行，简单来说也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材

施教。由于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都存在差异，因

此整合教学材料应该是在该地区的基础之上，面向全体学生

进行设计。在基本的整合之上，教师还可以根据本班学生的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学生的学习能力、习惯等都可以作为教

师进行教学材料整合的依据。

5 结语

窦桂梅所提出的“主题教学”是对小学语文教学的一次

深刻而巨大的改革，是对传统教材、课堂、教师三大藩篱的

一次巨大的突破。因为这一思想对传统教学提出了质疑和挑

战，中国诸多研究者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

挑战传统不是意味着抛弃传统，而是要在形式上进行创新，

使得语文教学能够更加契合时代进步、教育需求、学生发展，

教育的改革没有终点，因为我们的学生永远都在变化，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得到创新与

发展，而“主题教学”思想也将更加完美，在教育实践中呈

现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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