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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教育理念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探析 ①

赵梦游，朱　华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学生的个性受到压制，课堂缺乏趣味性、愉悦性，学生难以
对语文感兴趣，学习积极性不高。随着新课改的进一步推进，快乐教育理念日益走进小学语文课堂，快乐课堂要求教师

创设民主和谐的氛围，尊重每一位学生，让学生快乐地学习并在学习中获得快乐。洋溢着情趣和快乐的语文课堂，有利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于学语文，善于学语文，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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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课改的全面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要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要让学生感受

到学习的快乐。然而，在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语

文课堂失去了情趣性变得枯燥无味，学生感到语文学习

很沉闷，因而缺乏积极性。基于快乐教育理念下的小学

语文课堂教学，能让语文课堂洋溢着情趣和快乐，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于学语文，善于学语文，

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和谐发展。

１　快乐教育的内涵与特点
１．１　快乐教育的内涵

在我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处于权威地位，单一

的教学手段以及沉闷的课堂气氛让学生感到压抑，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不高，他们认为学习是一件枯燥痛

苦的事情，并没有体验到学习带来的快乐。为了改变这

种现状，近年来人们针对传统教育的弊端而大力提倡新

课改教学理念，为了有效地践行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情感体验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

注，快乐教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快乐教育的思想渊源流长，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在

《论语》中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１］这体现了快乐教育的思想，让学生以学为乐；宋代

的朱熹、明代王守仁、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认为课堂教

学要顺应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让学生感受学习的快乐。

而英国的斯宾塞是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快乐教育的人，

认为“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是最有效的。”［２］他的快

乐教育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推动我国教

育改革的发展。

关于快乐教育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阐述，有

学者认为“所谓快乐教育，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激发全

体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觉性，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

人，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３］还有学者认为“快

乐教育就是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在享受趣味中

成长。快乐教育理念让教育的空间豁然开朗，让现代化

的教学手段为传统教育带来新鲜气息，让学生们真正领

略到了全方位发展的自由与轻松。”［４］再有学者认为“理

想的教育应是在师生和睦、融洽、轻松、愉悦的教育情景

下，培养和形成学生积极的情感，这是“快乐教育”的应有

之意，也是最基本的层面。”［５］综上所述，快乐教育是指学

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在一种和谐民主的氛围中，教师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尊重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

的教育。

１．２　快乐教育的特点

快乐教育主张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教师快乐

地教，学生快乐地学，师生关系和睦融洽，注重学生的情

绪感受，让学生体验学习的快乐与成功的喜悦。结合快

乐教育的内涵，笔者认为快乐教育有五个特点：其一，趣

味性是快乐教育的重要方面。教师应该在备课时细心挖

掘“趣味之源”，可以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活动等

方面设计小学语文课堂，把有趣的因素融入其中，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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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趣味学习中感受快乐。其二，愉悦性是快乐教育的

突出特点。并且应该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始终。快乐教育

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心情的舒畅愉悦。其三，和谐性

是快乐教育的基本条件。课堂教学要实现师生关系和

谐、生生关系和谐，教师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才能有效实

施教学。其四，开放性是快乐教育的重要条件。教师要

充分尊重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人，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营造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让

学生自主探究获得知识，体会收获的快乐。其五，发展性

是快乐教育的最终目的。教师本着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

思想，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创造有益于发挥学生潜能的

条件，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２　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现状分析
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教

师是课堂的“表演者”，学生是课堂的“观众”，教师只注重

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学生的内心需求，小学语文课堂缺

乏趣味性，难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并且教师在教学时

忽略了对学生进行快乐教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２．１　教学方式单一，缺乏趣味性

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主要采用“传递—接受”式的

教学方法，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

教师一味地讲授课文，学生也只是盲目地抄写笔记，并没

有真正消化知识，教师采用最多的是“粉笔 ＋黑板”的教

学方式，而很少运用新颖有趣的教学手段，这种单一的教

学方式，不符合小学生生动活泼的性情，难以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因而学生感受不到学习的趣味，体验不到学习的

快乐。

２．２　教学言语评价不当，忽视学生的内心情感

当前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因学生不遵守

课堂纪律而发怒，甚至用过激的言语严厉批评学生，这一

做法会严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挫伤学生的内心情感。

除此之外，教师在课堂上提问，如果学生说出的答案与教

师所想的答案不一致，有的教师会一味地否定学生思考

的结果，有的教师则不给予评价，这些都是教师的教学言

语评价不当的表现，忽视了学生的内心情感，任何小学生

都期待在课堂上得到老师的认可和鼓励，即使学生回答

问题有偏差，老师也应该表扬他们善于思考的态度，学生

内心会感到愉快，因而学习的积极性增强。

２．３　师生关系不和谐，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当前小学语文课堂师生关系不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师生之间的主导和主体关系不和谐。课堂教

学侧重于教师的主导性教，忽视了学生自主性学；课堂教

学完全给予学生自由，让其自主学习，忽视了教师对学生

适当的指导，这两种情况都是师生关系不和谐的表现。

二是师生之间人际关系不和谐。教师教学时语言缺乏生

动幽默感、面部表情过于严肃、带着负面情绪上课以及师

生互动没有积极的情感共鸣等因素都会影响师生关系。

２．４　学习氛围沉闷，压抑学生自主性

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在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大

多采用讲授法，教学组织形式主要以集体教学为主，导致

语文课堂学习氛围沉闷，学生的自主性受到压抑，这种单

调乏味的教学形式不符合小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的特点，

难以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小学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短

暂，对新奇的事物感兴趣，因而小学语文教师应该采用灵

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去吸引学生，另外教师要设计与教学

内容相应的教学活动让学生自由自主学习、自由讨论

探究。

２．５　教学过程忽略学生个性，阻碍学生发展

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只关注学生所学知

识的多少，只注重学生智力方面的发展，却缺乏一双善于

发现的眼睛，看不到学生其他方面的长处，因而在教学过

程中把学生看成是训练的对象，只是一味地让学生读写

背，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学生在这种枯燥乏味的学习

过程中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无法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逐渐失去学习的动力。学生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某方面

的才能，因而个性受到压抑，这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３　快乐教育理念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策略
为了把学生从传统的教育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感受

到学习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快乐教育理念应该渗透到小

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笔者针对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忽

视了学生快乐学习的问题并且结合快乐教育的特点提出

以下教学策略：

３．１　采用新颖有趣的教学方式，在趣味中学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要让学生在趣味中学习，就要采

用新颖有趣的教学方式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握学生

的兴趣点是让学生快乐学习的关键。“兴趣是一种重要

的学习动力，是对学习的热爱和自觉需要。兴趣可以驱

使人接近自己愿意接近的对象，探索和钻研事物，进行创

造性劳动，是智慧活动及创造活动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源

泉。”［６］教师可以运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手段，如多媒体课

件、丰富多彩的图片、符合意境的音乐等调动学生的兴

趣，让学生感到快乐，例如在小学语文的拼音教学中，教

师在课堂上把字母与图片结合在一起，让学生边看图边

读，这种直观的方法不仅会增加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印象，

而且会给学生美的感受，学生学习积极性自然高。

３．２　善用鼓励性言语，激发学生的快乐情感

快乐教育理念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要经常性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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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学生，小学生心智尚未成熟，内心敏感，积极的赞赏性

的言语能激发他们快乐的情感，鼓励性言语包含着对学

生的信任和积极期待，因此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多鼓励，

少批评。小学生得到鼓励时，即使答错了，也不会感到挫

败感，而是在老师的鼓舞下进一步思考，鼓励性言语如

“你能行！”“你真棒！”“真不错！”等，这些评论不仅会给

学生精神上的激励，而且让学生心情愉快。教师善用鼓

励性的言语有利于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有利于逐步增

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信心，学生会因受到教师的鼓舞和

表扬，心里感到很快乐，从而更加努力学习。

３．３　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公平对待学生

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快乐教育的重要内容，

要让学生在充满爱的快乐环境中成长，教师要以一颗真

挚友爱的心去关心、爱护和尊重学生，公平对待每一位学

生，对基础差的学生更要耐心指导。教师在教学中既是

学生的教导者也是学生的好朋友，当学生遇到困难时，教

师要给予学生积极的鼓励，当学生获得成功时，教师要给

予学生真诚的祝贺。除此之外，教师要在相互平等的基

础上与学生共同讨论课堂问题，给学生一种亲切感，让学

生乐于学习。只有建立了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才

会对教师有亲切感，并且自己愿意接受教师的教育，乐于

向教师请教，快乐教学才能顺利地进行。

３．４　营造开放自由的学习氛围，还学生自主权

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依据小学生活泼好动的特点营

造开放自由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玩中学，在趣味中学，

而“‘做中学’‘玩中学’‘创中学’，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

模式将随着新课程、校本课程的实施，课堂变得可唱、可

跳、可玩。教师也要放下架子，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以欣

赏的姿态容纳学生的不同观点、兴趣和习惯。”［７］例如，在

小学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中，教师可将生字编成有趣的儿

歌，通过吟唱儿歌学习生字，课堂气氛会变得活跃。对于

小学中、高年级，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适当采用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为学生创造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给

学生自主学习探讨的时间，让学生在成功解决问题中体

验快乐。

３．５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快乐教育理念注重个性发展，因此小学语文课堂教

学要把握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

际，挖掘学生某方面潜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教师在课堂上要创造条件发展学生的才能，让每个学生

能展示自己的风采，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体验成功的快

乐。例如，有的学生字写得好，可以让他带领学生练字；

有的学生普通话标准，可以让他教学生朗读课文；有的学

生能言善辩，可以让他组织辩论赛。教师要尊重学生的

个性，要用敏锐的眼光去观察每一位学生，发现每个学生

的优点，并有针对性地培养，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

势，看到自己的闪光点而快乐自信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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