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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减”的背景下，“减负增质”是教学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我国小学教学中存在着教师教学

理念偏差、教师情感调动不足、教学方式单一、学生学习兴趣低等问题。为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效率，教

师需要认真备课，重视培养学生预习的学习习惯；丰富教学方式，创设合理情境，实施合作学习；不断

转变教学观念，优化作业设计。在不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之中，打造更适合当下背景的语文课堂，提高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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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reduction”, reducing burdens and improving quality is a key issu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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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in teaching. Currently, in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eachers having deviated teaching philosophies, insufficient emotional engagement 
from teachers, a singular teaching approach, and low student interest in learning. To enhance the ef-
ficiency of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n primary schools, teachers need to diligently prepare for les-
sons, emphasiz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habits of previewing, diversify teaching methods, create 
appropriat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mplement cooperative learning, continuously change teaching 
concepts, and optimize homework design. Through continuou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
ploration, a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 more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context can be developed, 
thus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n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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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提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显得尤为迫切。随着教育部门对课业负担的

调整和要求，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压力的缓解。因此，教师们需要更

加注重如何通过优化教学方式和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主动参与，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2. 教学效率的内涵 

在理论上，对教学效率的界定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概念。一种是从经济和物理的观点来看，把教学效

率等同于生产力、机器效率和劳动效率；二是从教学效率的视角分析教学效益、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的

关系。 
关于第一类定义方式主要有以下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观点一：“课堂教学效率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有效教学时间和总教学时间的比。”[1] 

观点二：“课堂教学效率等于教学中有效教学时间与实际教学时间的比值。”[2] 

观点三：“课堂教学效率是指实际教学时间与有效教学时间的比率。”[3] 

关于第二类定义方式主要有以下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观点一：“教学有效性是指教学要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教学效果是指教学效果与教学目标的

一致性；教学效用是把教学看作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而经济理论认为它是投入和产出之比，而教育效

益是以低投入换高产出。教师和学生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是最直接的反映，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教学

效率，它的效率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表达：‘效率 = 时间/实践 × 100%’；教学效益是指教育活动的收

益，反映在教育目标与特定社会、个人教育需要的连贯性与连贯性。”[4] 

观点二：孙亚玲(2004)认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教学效率、教学效果、教学效益三者的有机整合。”

她除了提出三者的“有机整合”观点之外还对教学效率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在她看来，“教学效

率考虑的是获得教学效果所付出的成本的大小。”[5] 

观点三：“有效教学”是指教学活动的有效性，即与教学规律相适应的教学活动，其效果、效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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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都很好。教学效果是指以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核心的教学活动的结果；教学效益是指教学活动的收

益，教学活动的价值，教学活动的目标。“教育投资”是指教师在教学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精力，

只要学生的学习投入不变，“教学效率”就是“学生的学习收益与教师的教学投入之比”[6]。 

基于上文，教学效率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学习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的比率，也就是一个人在学习中所

付出的努力。其中，“有效率”是指学生在“终生受益知识”、“终生受益能力”、“非智力因素”的

基础上得到“有效率”的学习。 

3. 目前小学语文课堂出现的问题 

3.1. 教师的教学理念有所偏差 

小学语文老师是小学语文课堂的主导者，其导向性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当前课堂教学忽视语文素养

表现为：个别教师过分注重对语文知识的传授，不注重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过度解释和过度分析课本，

过于强调让学生理解文本的内容，却不教他们理解文本的写法；注重语文知识，不注重语文素养。许多

教师无法将先进的教学理念融入到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忽视小学生的主观需求和感受，过分关注学

生的“学会”，而轻视了“会学”[7]，使得学生在课堂中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导致语文学习质量无法

得到保障。 

3.2. 教学情感调动不足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良好感情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信心，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为了创造高效的

课堂，需要特别关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积极情感互动。由于传统教育的影响，唯分数论仍然是

教育的基础，被许多教师提倡和遵循。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更注重自己的权威性与主导权，而忽略

了学生的主体性和所教内容的人性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教师将大部分的专业知识集中在其知识领

域的准确性上，而忽略了教学的情感和趣味性，最终导致课堂固化，教师缺乏对教学的情感投入，教

学效果不理想，整体教学质量不高，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其次是教师忽视了教学中的情感因

素。大多数教师不重视课堂上的情感，尽管有些教师有情感投入的想法，但知识是在教案中提及，情

感成分是表面的，与实际应用无关。因此，课堂环境变得单调，学生对学习和拓展思维不感兴趣，课

堂表现也受到影响。 

3.3. 课堂教学单一且固化 

从目前小学语文教学的情况来看，存在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单一的教学方式和死板的教学流程，

既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又不能有效地营造有效的语文课堂。部分教师忽视教学程序的涉及，通常

将教学程序设计呈直线式，常按照课文内容的先后顺序展开教学，教学设计毫无起伏。也有教师的教学

程序设计较为松散、凌乱，对教学环节的衔接、过度考虑不够，教学主线不清晰。教学方法的单一与教

学过程的固化，很容易使学生觉得学习单调枯燥，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4. 小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低下 

由于上述一系列教学上出现的问题，使得小学语文课堂沉闷、死板，偏离了正确的航线。一些小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对语文教学资源的深度发掘，仅仅“以本为本”，对课本知识的传授、对课文

内容的分析，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积极性。另外，一些语文老师的课堂教学趋向于功利主

义，完全按照应试要求来进行，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考点培训，导致一篇文雅的课文被分割为零散的

知识点，使学生感觉不到课文的美感，造成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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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略 

4.1. 准备 

1. 有效备课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语文教学要以课堂质量和效果为基础，教师的有效备课是前提条件。有效

的备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准备，以确保课堂上的学习质量。 
从课堂内涵变化来看，需要从“教师向学生提供知识”转变为“教师和学生通过合作研究创造知识”。

在备课过程中，师生要从多个方面、多层次地组织好备课。在充分尊重学生的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充分

考虑到学生的需求，从学习活动、情绪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课堂资源，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精彩的教学设计首先应具备实效性。在设计教学目标时，教师应注意：教学目标针对的是哪些领域

和层次？哪些学习行为应该反映在目标中？学习者的预期成果是什么？这些要素不是由教师决定的，而

是由学习主体决定的。 
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原有知识和经验，以确定课程的起点。教师只有充分了解学生的

情况，才能制定目标，优化学习过程，从而在课堂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8]。 
制定适当的目标是有效备课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充分理解课

程材料，对课程材料每章每节的学习意图和目标有清晰的认识。要达到合适的学习目的，教师既要对教

材有全面的了解，又要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正确的掌握，既要达到一定的难度，又要经过有效的教学

才能达到。目标既要具有一定的难度，又要能有效地进行教学。 
例如，在制定《少年闰土》一课的学习目标时，教师要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主体，从基础

知识到应用，从字词到句子，从句子到想象，从课堂教学到课外实践，都要牢牢把握，并将以下学习目

标作为文本活动的主线：学习本课 12 个生字，会写 14 个词语；有感情地读课文；背诵第一自然段；快

节奏地读课文，抓住重要词句，把握课文思想；了解闰土的活泼可爱、聪明能干的农村少年形象；进行

朗读说话写作练习；进行“我”的外貌描写(仿写课文第一自然段)。这样目标的设计能很好地完成学习这

篇课文的主要任务，同时还能兼顾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使其通过教师有效的教学达成预期的学习目标。 
2. 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 
预习就是学生在老师教学之前的自主学习，是为第二天的学习打基础的。正如老师只有备好课，才

能轻松自如地驾驭课堂一样。学生如果也是有备而来，那么课堂学习氛围肯定会很好、很活跃，我们的

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也就会随之提高。因此，让孩子养成课前预习的好习惯，将是孩子轻松学习，高效

学习的良方。那么，教师应该教给孩子预习方法，促进其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就是关键。教师需要重视

预习作业的布置，作业可以包括读、思、查等。当学生掌握了预习的方法之后，学生便会学会自己给自

己布置预习作业，并渐渐地内化城自己的一种自觉行为。教师也需要加强预习方法的指导，预习切记一

步登天，要循序渐进。 

4.2. 课堂教学 

1. 合作学习 
在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营造和谐氛围，鼓励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合作学习的氛围很容易让学生感

到更多的归属感，这种被接纳、被重视的情感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的兴趣。同时合作学习中的互动有利

于调动各个成员的学习积极性。合作学习在近些年的教学中应用的频率越来越频繁，这是因为合作学习

注重让学生作为主体，同时这种合作学习的方式也有利于学生相互分工，更好地进行合作。在这个过程

中，不仅能锻炼学生的能力，还能促进他们之间有效地交流，从而实现学生思维的互换。学生在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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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学生就可以依靠这种合作学习，学生之间

互相讨论，自然而然地理出一些思路，顺着这条思路就能很快解决问题。所以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鼓

励所有学生积极发言，积极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在讲解人教版小学语文《小英雄雨来》一课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紧密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在

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围绕“雨来的人物形象特点”以及“雨来在故事中的变化”两个要点

进行合作学习。基于教师的指导，学生能够从文章开头对雨来外形特点的描写产生更加深刻的认知，并

且基于对故事情节的梳理，充分了解雨来从熊孩子变成小英雄的具体经历。通过任务驱动的形式，学生

极大地提高了合作学习效率，原本复杂的语文知识变得简单化，学生在语文课程中的主体地位也能够得

到充分凸显。 
2. 创设情境 
学生们的行为与他们的兴趣密切相关。兴趣是小学生学习的动力源泉，也是小学生学习的润滑剂[9]。

只有在课堂上，根据课程内容，以适合学生的方式创造学习情境，并以引起某种情绪反应的方式，主动

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学习。情境之于知识，犹如汤之于盐。就像盐在汤里溶解和消化，知识要在环境中

溶解，以展现其生命力和美，并且容易被学习者理解、消化和吸收。赞科夫认为，只要教学法能够触及

到学生的情感与意志，并能触及到他们的心理需求，那么，它的效果就会非常好。创造新的教学情境，

应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入手，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最后搭建新旧知识的桥梁。 
例如，在教学《赵州桥》时，可以帮助学生构建生活情境，让学生更好地学习与理解。“桥”对小

学生来说是并不陌生的，无论是农村的小桥，还是城市中的人行天桥、河桥、立交桥；不管是石桥、木

桥，还是钢架桥，学生至少熟悉自己身边的一种桥或两种桥。教师可以通过运用多媒体教学进行辅助，

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展示一些生活中不同类型的桥，与学生一起观察、

分析、讨论，找出桥与桥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待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后，适时呈现“赵州桥”的图

片，让学生用刚才分析讨论方法，找出“赵州桥”与其他桥的不同之处，然后给学生讲解“赵州桥”的

由来，同时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桥的相关知识，不但帮助学生对生活中桥的特点进行了了解，

还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感知理解，提高了课文阅读教学的实效性。 
3. 丰富教学 
小学生由于年纪和好奇心，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因此，对于注意力不易集中、自控能力较弱的

小学生来说，采取丰富的教学方法，多策并举，能够有效吸引其注意，进而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教材内容为基础，以激活小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以提高语文课堂

教学效率为目标，灵活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不断丰富课堂教学形式和知识呈现方式。比如，老师在教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时，教材中的主角是一个卡通角色，老师可以通过微课引导学生观看影片，并

对教材进行讲解，以此，吸引学生注意力。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吸收和理解，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从而实现了实施“增效”和“减负”战略[10]。 

4.3. 教师自身 

1. 转变教学观念 
在小学语文构建高效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学生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对课

程教学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立足“双减”政策教育背景，教师要积极地革新传统的教育理念，突出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并根据课程教学的需要和学生实际学习需求灵活设计课程教学资源，对

课本教材内容进行科学的选择与优化，为高效课堂的构建和落实做好铺垫和准备工作。以学生为本，让

学生在课堂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这也是“双减”政策对教学改革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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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1]。从当前小学语文实际教学情况来看，部分教师在推进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传统教育思想仍旧占据

着主导性的决定地位，教学观念相对较为滞后。因此，提高双减政策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效率，首先就需

要从教师思想观念上进行转变和创新，深入学习和理解双减教育政策的内涵，将其与课程教学活动进行

紧密的结合。通过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活动充分激活小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心理，奠定课堂教学基础。如

果教师只是一味地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单一的教学内容势必难以引发学生的有效关注，缺少了学生参

与的教学过程其质量也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其次，围绕教师信息化的应用能力也要进一步地培训和提升。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本质就是在有限的课内教学时间内，提高授课效率，最大化扩充课堂教学容量，而

这些教学要求的有效落实都需要基于信息化技术应用的基础之上。 
2. 优化作业设计 
学生长期面对形式单一、训练量大的作业，很容易厌倦，产生抵触情绪，难以有效提高语文素养。

小学生生活十分丰富，教师要将作业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设计灵活多样作业，使作业中内容和训

练具有针对性和趣味性，帮助学生形成自主能力和实践能力。具体来讲，就是设计的内容要包含学习重

点难点，形式要多样化，能够激发学生做作业的兴趣，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为了落实“减负”，

教师可以尽量使课外作业课内化。小学生对于阅读内容的理解和关注各不一样，学习需要的时间和进度

也不尽相同，教师设计和布置作业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双减”政策对作业优化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语文阅读教学也应不断提升对作业的重视力度，科学把控作业的数量、质量等，充分考量学生个体间差

异，注重对作业的分层设计，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阅读需求[12]。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学生能认

真对待、积极完成作业。应该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语文实践活动，设计、布置相关作业，帮

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可以组织演讲、演唱、参观等活动，使学生了解

社会发展情况，提高认知，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交流感受，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心得。这样的实践性作业，

学生往往很感兴趣，乐意完成。除此之外，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不少美育内容，教师可以利用有内容，设

计有特色的综合作业。例如古诗词教学，可以在课后作业中要求设计舞蹈创编，进一步领悟诗词内容，

感受诗词韵律。学生会从听、看的感官层面感受诗词韵律，加深对诗词内涵的理解，然后进行动作设计，

产生表演兴趣。 

5. 总结 

“双减”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学习压力过大、作业负担过重问题。“双减”政策

出台后，各学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教学策略方法。对于教师而言，要认真学习“双减”政

策知识，充分发挥教师能动性，在课堂教学中贯彻“双减”政策要求。为了避免课堂中出现一系列的问

题，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做好教学前的准备工作，要注意教材的研读，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比如合作学习、创设情境、丰富教学方式等；另外，还要注

意自己的教学理念和作业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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