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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于 小 学 阶 段 的 学 生 而 言，趣 味 性 教 学 是 最 为

有效的一种教学方法， 同时也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教学方法。
小学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应加强小学

语文课堂导入环节的趣味性， 突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性，
并以学生视角了解语文课堂教学重难点，让小学生在感受趣

味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愉悦的氛围中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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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活泼好动，特别适合趣味性教学。 因此教师在小

学 阶 段 的 语 文 教 学 过 程 中 应 该 注 重 培 养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

注重激发小 学 阶 段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并 对 其 进 行 正 确 的

引导， 让小 学 阶 段 学 生 能 够 以 积 极 主 动 的 姿 态 探 究 相 应 的

语文知识， 从 而 实 现 学 生 学 习 成 绩 和 语 文 课 堂 教 学 质 量 的

双重提升。

一、加强小学语文课堂导入环节的趣味性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垫脚石， 小学阶段的学生天性活泼

好动，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他们能够集中精神学习的时间相

对有限，所以在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堂中导入趣味性教学环节，

能增强学生学习的注意力， 为小学阶段学生的语文学习奠定

良好的基础。例如《借生日》一文教学时，教师可以在课前准备

一些小礼物，并在课程中对学生进行引导，组织学生进行一场

竞赛，获胜者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小礼品 [1]。 如教师可以将问

题设计成这样：“谁能回答出自己的生日是哪天？”第二个问题

可以设计为：“谁能回答出自己父母的生日是哪天？”第一个问

题相对比较简单，学生会踊跃参与，但真正能回答出第二个问

题的学生相对就会少很多。 以这样的方式就能顺其自然地将

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另外，教师应该在课余时间多了

解一下小学阶段学生的兴趣爱好， 并根据学生的兴趣设计出

能集中小学生注意力的趣味性课堂， 将小学阶段学生感兴趣

的元素融入语文课堂之中， 以此全面而又系统地掌握小学阶

段语文课堂教学。

二、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突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

体性

小学阶段学生由于年龄小， 在学习时注意力不易保持集

中，自我控制能力也相对较差且性格相对活泼好动 [2]。 而小学

阶段的语文属于人文性学科， 因此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堂应该

成为小学阶段学生相互沟通和彼此交流的平台。所以，在小学

阶段的语文 课 堂 教 学 中 应 该 始 终 坚 持 以 学 生 为 本 的 教 学 理

念，突出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主体性，同时还应该在讲课的过

程中活跃课堂气氛，以此增加小学阶段语文课堂教学趣味性。

例如：讲解《小壁虎借尾巴》一文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分角

色朗读的方式阅读文章。 让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所喜爱的方式

进行角色朗读，分别以壁虎的角色、老黄牛角色和妈妈的角色

等进行朗读，而教师则可以扮演旁白的角色进行文章的伴读，

学生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与教师展开积极的互动， 师生共同

完成文章的阅读任务。以这种方式展开语文教学，能为学生的

学习带来新奇感， 对激发小学阶段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积极

性是非常有利的。因此，教师在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堂教学中应

该淡化角色意识， 充分发挥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引导作

用，和学生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地位，给予小学阶段学生

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中能更加积极地投入

到语文知识的学习之中 [3]。

三、以学生视角了解语文课堂教学重难点

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堂教学属于一个较长的过程， 教师在

实施教学的过程中要学会转换角度， 站在学生的立场了解语

文课堂教学中的重点知识和难点知识，明确课堂教学目标，从

而在小学阶段语文课堂教学中做到收放自如， 有效地提高小

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锻炼小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4]。例如：在对《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文章教学时，教师

可以运用故事讲解的方式导入文章的讲解， 以此来讲述小女

孩卖火柴经历的始终， 与此同时让学生们明确这篇文章的重

难点[5]，以激发小学阶段学生发现问题和探究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 小学阶段语文课堂趣味性教学实践是一个需

要长时间积累的过程，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完成。小学阶

段的语文课堂教学需要教师不断提升综合素养， 对文章中的

重难点知识和教学目标具有明确的课堂认知。 同时让小学阶

段学生在充满乐趣的课堂氛围中快乐地学习和思考， 让学生

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堂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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