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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最后冲刺时段， 在此时，
初中生们需要学习的科目增多， 知识理解的难度增大，
加以学习时间有限， 学生面临的学习压力也大大增长。
为了切实提升初中语文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帮助初中生

们理解、参透现阶段的语文知识，教师更加需要提升对

教学手段创新的重视，不断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教师教

学方法的同时，还应对教学素材、教学内容进行精心设

计，进而以更为优质的讲解、更具趣味的引导来焕发初

中生的学习活力。 本文，将从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角度

出发， 简要探究新时期教师教学手段创新的表现与运

用，以供相关人士参考取用。
一、教学方法创新的必要性分析

应试教育是我国延续许久的教学模式，受这一教学

理念的影响， 部分初中语文教师教学思想较为传统，授
课时较为依赖“板书文字”的教学方法，造就枯燥、单调

学习气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初中生的学习

积极性与学习主动性。
教学方法创新旨在革新教师的教学思想，转变教师

的教学手段， 既要提升语文知识讲解的效率与质量，还
要凸显语文知识当中潜在的乐趣。 究其必要性，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创新教学方法可以活化语文

课堂的教学气氛， 让学生可以更加主动地进行知识求

索；其次，创新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

性，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的环节当中；再者，创新教学

方法可以优化初中生课堂学习的体验，让其保持灵动的

思维与集中的精神状态；最后，创新教学方法还可以打

破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教材上的限制，让初中生可以

学习到更为全面、更加多元的语文知识。
由此可见，创新初中语文的教学方法，既有助于弥

补传统教学环节中的不足，还有助于提升初中语文教学

的有效性、时效性以及范围性，并对教学的发展起着十

分可观的促进作用[1]。

二、新时期教学方法的表现形式

“板书文字”是最传统、最常见的教学手段表现形式，
它主要是指教师通过黑板演示、口头讲解的形式来传授

语文知识。这一教学方法虽然可以让学生掌握现阶段的

语文内容，但造就的枯燥气氛却会严重影响初中生的学

习活力，甚至还会使其产生较强的学习倦怠感。以下，结
合多年实际教学经验，简要对新时期教学方法的表现形

式进行分析。
（一）分层化教学法。分层化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特

定的方式，将班级初中生进行分层管理，针对各层级的

实际情况，分别设置相应的学习任务。 这一教学手段的

运用不仅可以整体提升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还可以切

实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二）生活化教学。 生活化教学，顾名思义，即，教师

立足生活的角度，将初中生熟悉的生活元素带入到教学

的环节当中，让初中生通过分析生活事物、解析生活现

象等形式，探寻其中包含的语文知识。 这一教学手段的

运用既能够将抽象的语文内容变得具体，还可以培养学

生在生活中发掘语文知识的技能。
（三）信息化教学法。 信息化教学法，简而言之，即，

教师借助各种信息技术辅助语文知识的讲解，发挥其可

视化、动态化等优势，提升语文教学所产生的效果。这一

教学手段的运用则可以优化初中生的学习视听体验，并
让初中生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到语文教材文章当中所

描绘的美好事物。
（四）拓展化教学法。拓展化教学法是指教师对现有

的教学资料、教学活动进行延展与扩充，让初中生的学

习范围可以延伸至校园之外、教材之外。 这一教学手段

的运用既有利于拓宽初中生的语文学习渠道，还有助于

丰富初中生的语文知识掌握。
三、新时期教学方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一）分层化教学法，打破固化模式，提升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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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师授生从”是极为常见的教学模式，教师占据主

动位置，分析、讲解并传授学生当前的知识，学生则占据

被动位置，被动接受教师“灌溉”的内容。 但初中学生由

于成长环境、学习天赋的不同，他们在掌握知识的速率

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教师仅使用传统方式进行授

课，则容易加大学生之间的差距。对此，教师可以采用分

层化教学的方式进行授课，通过分层管理的形式讲解当

前的知识内容，从而打破固化的教学模式，并整体提升

班级初中生知识掌握的质量[2]。例如教师在教学《岳阳楼

记》这一文章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强弱进行层

级划分。 该文主要描绘了岳阳楼的景色，抒发了作者爱

国爱民的情怀。 在授课时，教师需要先整体讲解文章涉

及的内容，让班级初中生可以对当前的课程形成初步的

了解。而后，再采取分层学习的方式进行授课。如学习能

力较强的层组，自主探究文中使用的写作手法、融入的

情感；学习能力适中的层组，结合课后练习题目进行组

内探索；学习能力较弱的层组，由教师带领进行二次分

析与讲解。 进而，在分层学习、探究的环节中，提升每一

名初中生对当前语文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生活化教学法，降低学习难度，帮助学生理解

知识。 初中阶段的语文知识不比小学，此时的内容存在

更大的学习难度， 教师欲提升学生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则可以采取生活化的教学方法来降低语文课程的学习

难度，通过发挥初中生熟悉生活、亲近生活的优势，让学

生进行知识解析，并在此一过程中，逐步提高初中生对

课程文章知识的理解[3]。 例如教师在教学《北京的春节》
这一文章时，可以结合具体的生活事物展开讲解。 该文

主要描绘了老北京春节时候的热闹景象，表达了作者对

新中国、新社会的赞美。授课时，教师同样需要对文章整

体进行细致化的讲解，阐释其中包含的各种知识。而后，
教师可以展示文中提及事物的图片，以此深化学生对当

前文章内容的理解。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生活提问的

方式引发学生的思考，如，“生活中的哪些事物只有在春

节的时候才会出现？ ”“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哪些事物会

第一时间反应‘新年将近'呢？”等。教师联动生活元素分

析文章，既能够达成现阶段的教学任务安排，还可以让

初中生对文章内容产生更为具体的感悟，进而实现理解

程度的增长。
（三）信息化教学法，优化教学视听，增强语文教学

效果。 教室是初中生获取语文知识的第一场所，但课堂

教学时间是有限的， 教学环节也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初
中生难以在教室中掌握全部的语文知识、感知文章存在

的各种美丽“风景”。 因此，教师可以采用信息化教学的

方式来优化初中生的学习视听体验，借助信息技术来弥

补传统教学环节中存在的不足，以此来增强语文知识讲

解所产生的效果[4]。例如教师在教学《沁园春·雪》这一文

章时，可以联动多媒体技术、微课技术进行教学。多媒体

技术方面，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动态展示词文视频、图片，
或结合文章内容创设相关的情景， 优化初中生学习视

觉、听觉感受的同时，还可以为其带来沉浸式的学习体

验。微课技术方面，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录制到 10分钟

左右的微课教学视频当中，让初中生利用生活的碎片化

时间下载进行观看学习，摆脱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上

限制的同时，还可以锻炼初中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而，
在不同信息技术的辅助应用下，逐步提升初中语文教学

的效果。
（四）拓展化教学法，扩充教学资源，塑造学生全面

基础。 中考是每一名初中生都必须要面对的最终关卡，
能否在中考时取得优异的成绩，知识基础格外重要。 但

教师仅围绕教材内容进行授课，非但难以满足学生日益

增长的知识文化需求，甚至还会导致初中生的知识基础

呈现出片面化的发展态势。 对此，教师可以应用拓展化

教学的方式进行授课，借助丰富、多样且优质的课外资

源作为语文教学的载体，让学生以课外探索的方式进行

学习，进而塑造更具全面性的知识功底。例如，教师可以

利用教学之余的时间，带领初中生进行课外拓展学习活

动。 如，组织学生观看语文相关的教育节目，《中华好诗

词》《中华成语大会》等，该类型的节目皆围绕语文主题

进行展开， 不仅呈现了诸多教材当中尚未提及的知识，
还对其内容作出了极为细致的讲解。 又如，组织学生进

行课外书籍阅读项目，在此一活动中，教师需要根据班

级初中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以及学习需求，为其推荐合适

的课外读物，让学生在阅读时既能够获取全新的语文知

识，还可以巩固课内的知识基础。 教师从影片观看和书

籍阅读的角度出发，既有助于满足学生不断增长的语文

知识需求，还有助于扩大其语文学习的范围面积。因此，
教师可以选用拓展教学的方法来塑造学生全面且坚实

的知识基础。
总而言之，新时期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提升初中语

文教学的效率与质量，活跃语文课堂教学的气氛，还可

以优化初中生的语文学习体验，焕发初中生的语文学习

活力，促进其学习水平提升、学习能力成长的同时，推动

初中语文现代化教学的长远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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