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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中语文教师可以合理地借助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实现教学形式的变换，以不同的教学形式
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课堂学习的参与欲，以丰富的信息以及多样的形式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同时多媒体
教学的动态性、丰富性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够加深学生的知识理解，有利于促进其学习效率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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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语文教学与生活的联系
加强语文教学与生活的联系性是提升高中语文教

学质量的有效手段。语文是一门与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
学科，若想实现提升语文教学质量的目的，高中语文教
师必须要懂得加强语文教学与生活的联系性。语文教师
可以为学生创设其熟悉的生活情境，从而帮助其建立起
语文知识与生活实际之间的联系，从而有效地提升学生
的语文学习热情，同时还能够起到较好的熏陶情感的目
的，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有效性的提升。

二、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教师的专业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语文教师一定要

重视对自身专业素养的不断提升，不断地学习新的专
业知识，不断地优化、更新、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储
备，积极地学习国内外的优秀教学方法及先进的教学
理念，使自身的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实现不断提升。
此外，学校还可以定期开展专业的培训或者外出学习
活动，从而促进教师的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同时还
能实现教师之间的业务交流，有利于促进语文教师队
伍的整体专业水平的提升。

三、开展诵读教学
新课标比较注重诵读对学生的影响和帮助，以及诵

读在学生学习能力方面的作用。尽管诵读法早已提出，
但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视频却比较低，且不会
让诵读占据课堂太多时间。因此，诵读法对学生的实际
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新课标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要
求教师重视诵读法，利用此方法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文言
文。其实，诵读法并不是现代教育提出的，在古代就开
始实行。诵读法诞生于汉朝，后来，汉唐宋明清一直都
沿用这个方法，到了近现代，也使用这个方法，在鲁迅
的《从百草堂到三味书屋》中，就生动地记载了教书先
生、学生之间诵读的有趣画面。这种备受文人墨客推崇
的学习方式，后来随着应试教育的到来慢慢被弱化，虽
然诵读法还有些应用，但已大不如从前。诵读教学法在
文言文教学中应该如何实施呢？笔者认为主要分为两部
分：一是教师的范读。为培养学生诵读文言文时的语
调、语气、快慢及段子断句，教师应在学生诵读时，给
学生标准的示范，在示范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
跟读时注意几点要求。例如，发音的准确性、语言的流
畅性及感情是否饱满；二是学生的跟读。教师在范读课
文之后，千万不要吝惜课堂时间，要留出时间让学生跟
读，或者要将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在诵读方法上可以

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男女生分开读，也可以是齐读，
还可以自由诵读。除此之外，教师可以组织一些朗诵比
赛，设置一些奖牌，激发学生养成诵读的好习惯。

四、文化传承能力的培养
高中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自身

文化素养的培养，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让学生能够更
好地了解传统文化。同时，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传
承在教学中的重要性，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帮
助学生提升综合素养，并使其具有抵御不良文化的能
力。在具体教学中，要注重学生文化修养方面的参考
文献培养，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入的学习，理解其
中的文化内涵、价值观及文化理念等。教师在语文教
学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渗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课文
的理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有利于学生在情感
上找到归属，更好地发扬、继承传统文化。

五、通过文本学习，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对课程内容

设置的各个环节，尽量为学生营造出轻松、愉悦的学
习氛围，在和学生分享各种类型的美文时，让学生在
文章中充分感知语文的学科魅力及乐趣。中华民族历
史源远流长，其中有数不尽的文人墨客，不同时代的
优秀文学艺术家们都有着各自丰富的人生阅历，从而
为世人留下充满震撼力的文学佳作。教师可以在向学
生分享这些作品的过程中，让学生对当时的时代背
景、创作目的、作者简历等有所了解，从思想上有所
感知，再逐渐融入作品，进而建立起学生自己的道德
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因此学生在阅读教材文本内
容时， 不仅是文本内容分享的过程，同时也是陶冶学
生情操，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过程。创作初心，
进而受其感染和熏陶，形成正确的价值、道德观念，
对自身人格不断加以完善。

六、结语
总之，高中语文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时间和

经验的积累。高中语文需要我们广大教师不断探索，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在总结中不断创新。唯有这样，
才能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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