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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有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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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情境导入、质疑自探、合作探究、展示点拨、训练拓展等方式，构建有效课堂教学模式 ，着力打造高效课
堂。明确教学目标，精讲多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营造竞争氛围，加强朗读指导，注重内在感悟，提高课堂教学的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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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构建有效课堂教学模式，打造高效课堂，是新课
改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１　构建有效课堂教学模式
在众多模式争鸣的对碰中，“引导探索，精讲多练”模

式脱颖而出，无疑是众多模式的姣姣者。这种模式源于

对现代教学理论的思考。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适当地引

导，让学生自己去探索、思考，学生可以获得触类旁通、举

一反三，由此及彼的迁移能力。我们将此模式的思想精

髓继续升华，用之语文课堂教学，继而构建适合小学段语

文学科的基本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充

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学生自学探究的基础上，

教师精讲点拨，扫除学生最终的学习障碍，使学生豁然开

朗，不拘一格，它可因课型、课文、学生的不同要求而灵活

变通，合理运用，以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

１．１　情境导入
课堂教学中的导入情景设计得当，不但可以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使学生情绪高涨，进入角色，愉快接受新知

识，而且充分体现课标所提倡的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

习这一理念。具体的方法很多，我主要运用的有以下几

种：（１）谈话激趣导入；（２）创设情境导入；（３）设置悬念
导入；（４）故事引趣导入；（５）谜语生趣导入 。以上几种
导入法，都能抓住学生的心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为成

功的课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１．２　质疑自探
质疑自探是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自己发现问

题，提出自己的疑问［１］。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一切学习必须从提出问

题开始，在处理分析问题中发展，以解决问题而告终。这

样的学习，才能真正让学生在矛盾中展开积极的思维，才

能发展思维能力，培养解决问题能力，激发智慧的火花，

引起学习的积极性，引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在接触新的课文时，学生所提出的疑问大多浮于表

面，缺少探究性，所以，教师应该责无旁贷地教给学生质

疑的方法。质疑可以从题目入手，因为题目是一篇文章

的文眼，例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楼兰之死》《沙漠之

舟》等文章。也可以就文章内容入手，依据文章主旨提

问。质疑能力的培养需要长期共同努力。学生敢问爱问

是培养的前提，会问善问是培养的关键。在课堂中，创设

良好的质疑氛围，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１．３　合作探究
学生在自学中遇到的问题教师不要急于解答，首先

要个人尝试探究，要注重培养独立思考能力，鼓励学生发

表经过独立思考的带有个人认识的理解、体会、意见、看

法。这样才能有个性，闪现出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火

花。个人不能解决的就需通过合作的形式共同探究解

决。这时候的问题就需要教师归纳整理，有难度的，与文

章主旨有密切关系的，学生没有提出的，但课堂必须解决

的问题，教师一并梳理出来，留待讨论。学生合作的形式

多种多样，一般来讲分三个层次：首先是 ２人一组的讨
论，其次小组内的讨论，再次全班的合作讨论。

１．４　展示点拨
课堂点拨主要是对学生的讨论进行归纳提高。点拨

是一种教学艺术，教师要在教学的关键处，疑难点和学生

在探索中出现的错误上进行点拨。通过点拨能疏通学生

的思路，并把学生获取的感性知识升华到理性知识，使学

生的认知过程在教学中得以落实，使教学更加深入。因

此说，讨论是点拨的基础，点拨是讨论的递进，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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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教师的点拨不是直接告诉学生方法和答案，而是设

计出有助于指导学生继续思考的问题，以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２］。遇到教师反复启发、诱导，学生仍理解不

对、不准、不到位的地方，教师可作必要讲解，教师的讲解

要画龙点睛、重点突出、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精益求精 。

１．５　训练拓展
学习内容结束后，教师要精心设计练习题，进行要点

巩固，知识内化后，根据词、句、段的练习，学生对知识实

现了“回收、加工、提炼、内化、运用”进入升华阶段。那就

要随机进行练笔仿写，通过实践真正形成能力，持之以

恒，学生的写作能力就会不断提高，对学生来说是受益匪

浅。例如：《翠鸟》一课，对翠鸟外形的描写，学生已在前

文的学习中掌握了，在总结应用提高时，我设计了一个练

笔仿写，选择你熟悉的一种小动物，按一定顺序描写小动

物的外形特征。学生通过仿写，掌握了先总后分这一描

写方法。

２　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精练的模式能为高效的课堂铸就坚固的架构，如何

灵巧驾驭、精雕细琢，使课堂见实效，成就一堂文味十足

的语文课堂，还应该注重以下几方面着手突破。

２．１　明确教学目标
准确科学的目标是实施课堂教学的前提和基础。语

文课堂的目标应从“本色语文”的角度考虑拟定。很多课

堂出现“虚、闹、杂、偏”等现象，除了方法上的运用不当，

问题还是出在目标不明确上。模糊乃至错误的目标是导

致问题课堂的根本原因。新课标中的“三维目标”［３］是我

们拟定教学目标的依据，具体到语文这一科目，我们还要

在拟定教学目标时充分考虑教学目标的三个功能：（１）导
学———指导学生学习；（２）导教———指导教学方法、技术、
媒体的选择与运用；（３）导评———指导教学结果的测量与
评价，所以教学目标的制定，要体现全面性、针对性、过程

性和明确性，教师要运用最恰当的教法和学法，让学生最

容易，最牢固，最准确的掌握知识，教师围绕着目标活动、

学习，语文教学的总目标才能落到实处。

２．２　精讲多练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其实一堂好课的根本也就

在这里，删繁就简，从易处着手，抓住要害，深入浅出，这

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必须“精讲”［４］。我所说的精讲不是

时间意义上的“量”的含义，而是深层次的“质”的含义，故

此，做到精讲首先，全面把握教材，精心选准突破口。要做

到这一点，教师必须认真钻研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对所

教知识进行排查梳理，从而确定出课堂所要讲述的知识

重点、难点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要部分。其次，破除不必要

的环节，单刀直入，切中要点，这是做到精讲的核心。要

精讲就不能面面俱到，就不能按部就班，拖泥带水、良莠

不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要根据教案所确定的重点内

容，做到单刀直入，直扑讲授重点。第三，关键还是要把握

该由学生完成的教师决不包办，由学生能单独完成的教

师绝不参与，教师只在关键处抛砖引玉，画龙点睛。正是

由于精讲，才把相当一部分的课堂时间归还给了学生，从

而加大了学生练习的数量与力度，致使精讲的内容得到

了及时有效的应用、巩固和提高，进而使精讲的意义更加

突出，其作用更加明显和重要。

２．３　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正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此，我们要针对教学内

容和学生实际，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愉快地进入到学习

中来。这样，学生就会轻松愉快的掌握知识，且不容易忘

记。针对小学生争强好胜、表现欲望强的特点，在课堂教

学中，如果抓住时机，适当组织一些小竞赛活动，不但能

活跃气氛、提高学习效率，而且能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勇

于开拓的优秀品质。

２．４　指导朗读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提出：“朗读能发展学生思

维，激发学生的情趣。学生朗读能力逐步提高，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就会逐步加深。”语文老师们都明白朗读的重要

性，但在身体教学中却做得不好，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正

确指导。语言文学本身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教师在课堂

中除让学生读，教师范读之外还应该注意指导学生从作

者的遣词造句中品味词语的意味和句子中蕴含的思想意

味，感受作者通过语言文学给文章所赋予的“生命”，使学

生从读中真正有所悟，有体会，而不是死读书，读死书。

总之，语文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要打造高效课堂，

提高教学实效就必须不断实践、总结，在实践中改进课堂

教学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才能

走好语文课堂教学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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