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周刊
LEARNING WEEKLY

Oct.2021
Vol.28

2021年 10月
第 28期

作者简介：任志强（1969.4— ），男，汉族，甘肃武威人，中小学一级，研究方向：语文阅读教学。

课题项目：本文系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语文一般课题《语文阅读教学中倾听与话语自主性的实践研究》（课题立项号 GS[2020]

GHB3570）研究成果。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有效倾听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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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小学整体教学质量稳定提升、教育环境逐渐完善的形势下，小学语文逐渐进入新的教学法发展阶
段，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逐渐脱离单一的知识传导维度，向语文学习能力培养的维度发展，有效倾听作为小学语
文课堂传导知识信息的重要能力内容，其培养工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以此为背景，探究有效倾听的技巧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培养途径，为相关教师优化课程教学设计、提升教学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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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作为学生构建文学理解与应用能力基础、 初步

系统性学习各类体裁文章内容的基础学科， 在新课程逐步推

进下，其对学生学科学习能力的培养工作愈发重要，而倾听作

为小学语文课堂传导知识信息的重要能力内容， 其在实际教

学中的培养途径，成为相关教师当下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倾听能力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培养价值
现代小学语文课堂侧重通过优化知识信息传导机制突破

传统语文教学中灌输式教学带来的种种限制， 而倾听作为学

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其接收与转化效率对整体语文教学

发展有直接影响。 倾听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自身调

动原有的认知结构与学习经验的能力，是其认知结构更新、自

发完成新旧知识迁移的关键。 倾听能力的有效培养在当下小

学语文课程教学中不仅可以帮助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也

能促使学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便于教师在实际课堂教学中

为学生创造更广阔的自主学习空间，凸显学生主体地位，激发

其语文学习兴趣，强化其语文学习内驱力，与当下小学语文教

学发展趋势相契合。

二、有效倾听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问题
（一）流于形式
在目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 受应试教育及传统教学观念

影响， 部分教师并未注意到有效倾听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

用，导致倾听环节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流于形式。 在刻意追求

课堂效率的影响下， 部分学生在尚未将倾听内容有效转化为

自身思考内容时，就过早获知整理后的知识信息内容，导致倾

听与思考脱节，削弱了倾听的实际作用。

（二）缺乏倾听环境
倾听能力是一项需要长期教学影响的能力， 而在目前的

小学语文教学中，针对倾听环节，部分语文课堂教学内容并未

形成相应的完整教学培养机制， 导致学生在整体语文学习过

程中缺乏基础倾听环境， 不仅不利于其改善对倾听的学习认

知， 也限制了其自主思考学习能力的发展空间。 引导学生进

行倾听的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也是课堂教学缺乏基础倾听环

境的主要标志之一，延缓了学生倾听能力的成长进程。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促进学生有效倾听的途径
（一）灵活应用信息技术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类信息资源愈发丰富的形势下，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重

要参考标准之一。信息技术自身承载内容的丰富性，为其与有

效倾听培养工作相结合提供了可能。 基于多媒体或微视频信

息技术的音频互动教学， 是教师在现代小学语文课堂中促进

学生有效倾听、提炼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推动学生思考

阅读文本内容的关键。相较于由教师讲述传达，学生对以信息

技术体现的音频形式更感兴趣， 有助于学生提升自身课堂思

维活跃性， 提升倾听接收与信息转化效率， 实现有效倾听[1]。

特定音频内容可以让学生在无法获取视觉信息的情况下，将

更多注意力倾注在倾听环节，以此不断提升倾听专注度，在整

体课堂学习中自发实现有效倾听， 进而强化其知识接收与内

化能力， 为后续阅读学习奠定基础。 基于信息技术自身的特

性， 其承载的音频内容的多样性能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倾听

氛围，在教师综合分析学生兴趣偏好的情况下，能够为小学语

文课堂中的倾听环节注入新元素， 促使学生改善对倾听的认

知，从根本上对学生施加教学影响，为有效倾听奠定基础。

（二）构建多元化学习情境
受自身年龄特点与认知水平影响， 小学生的自制力尚待

提升，学习兴趣成为其维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主要因素，阅读

教学对学生注意力的需求较高， 基于学生该特征的多元化语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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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课堂学习情境， 成为教师保障学生倾听效率的重要教学内

容。 多元化课堂学习情境中的生活与想象元素， 促使学生在

倾听时迅速构建自身生活经验储备与情境的联系，在想象元

素的合理引导下保持自身思维的延续性， 为其维持课堂注意

力创造良好条件 [2]。 多元化学习情境也为教师创造了更多师

生互动机会，通过及时互动调动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在正确的

思维延伸方向上倾听思考，兼顾倾听效率与效用，实现有效倾

听。 多元化情境内容也能促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倾听分析信息

内容，在强化其思维能力的同时，避免定式倾听内容对学生课

堂学习新鲜感造成不利影响， 进而利用有效倾听促进整体课

堂教学发展。

（三）提升发言互评活动比重
由于生活阅历水平与思维模式相近， 学生对彼此的发言

内容更感兴趣。 基于学生该项学习特征， 学生发言互评活动

应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占据更高比重。 它让学生及时通过

倾听， 将其他学生的阅读体会等课堂发言内容整理归纳为特

定观点，进而通过调动自身思考分析内容对其分析判断，整理

为相应观点内容。 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高效转化发言内容，

提升了倾听转化效率，通过判断分析其他学生的发言内容，再

次梳理相应阅读思考内容，加深阅读印象。 在此基础上，学生

通过教师组织引导评价的方式，阐述上述倾听思考内容，由教

师与其他学生对其评价内容进行分析，构建倾听评价机制，以

此促使学生不断提升自身倾听能力， 提升评价的客观性与准

确性[3]。在互评活动驱使下，学生全面审视分析阅读文本内容，

深入体会其中蕴含的思想感情，强化阅读教学效果。

（四）合理设置问题梯度
课堂提问不仅是教师针对学生合理设置认知障碍的主要

途径，也是其创造倾听内容的主要方式。 基于循序渐进教育理

念的课堂问题梯度设置，是阅读教学中促使学生有效倾听的保

障。 富有层次感地设置阅读问题，可帮助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合

理构建认知结构发展框架， 便于其在倾听并思考问题的过程

中，合理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与认知结构，消化阅读文本内容，

提升阅读学习效率[4]。合理梯度的问题内容，可有效提升学生倾

听思考的衔接性，避免其因阅读问题跨度过大产生过多的认知

负荷，无法及时通过倾听思考处理信息，进而压缩阅读思考空

间。除此之外，循序渐进式的阅读问题内容，也便于学生在求知

欲的驱动下维持良好的倾听状态，并使其在倾听转化思考过程

中，逐渐参照问题结构，建立相应阅读学习思维模式，有效提升

阅读教学质量，让学生在视听双重教学影响下，稳定提升自身

阅读学习水平，实现倾听与阅读能力的协同发展。

（五）设置开放式探究环节
有效的思维碰撞与交流是学生提升自主思考能力的主要

方式，也是教师借由创造分享交流机会，促使学生意识到倾听

重要性与意义的关键。 基于阅读文本内容的开放式学习活动

能够为学生创造高频率、高质量的阅读发言与倾听机会。基于

开放式探究活动自身的宽泛性， 学生可在倾听别人发言内容

的过程中，突破自身思维限制，以更全面的思维视角审视阅读

文本内容，以此衍生更多的阅读思考内容，提升沟通频率，进

而在高频率倾听思考过程中逐渐掌握倾听的技巧， 实现有效

倾听。 借助开放式阅读学习探究，学生可通过倾听，对比分析

自身思考内容与其他学生思考内容的差异性， 深入思考阅读

文本内容，进而在探讨交流中掌握相对准确的阅读思考方式，

体会倾听的重要性及其在阅读学习中的作用， 提升阅读与倾

听认知水平。

（六）改变师生课堂角色比重
传统语文教学中的教师占据绝对主导、 学生处于被动学

习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小学语文课堂。 因此基于

“学生为主、教师为辅”课堂教学模式的阅读教学设计，成为现

代小学语文课堂阅读教学培养学生有效倾听的主要发展途径

之一。 基于阅读教学内容，由学生轮流承担文本分析角色、教

师与其他学生负责倾听提问角色的新型教学机制， 便于教师

凸显学生主体地位，促使学生通过讲台发言与提问，对倾听的

意义与技巧有更全面的认知，进而通过提升其倾听质量，提升

提问质量，促使学生不断思考阅读文本内容，在良好的课堂氛

围中提升阅读水平，提升阅读教学质量。

（七）完善课堂教学评价
课堂教学评价是学生对自身学习情况及行为进行定位的

主要参考内容。基于倾听环节的良好阅读教学评价机制，可帮

助教师将倾听的重要性及技巧， 在长期教学影响下渗透整体

阅读教学内容，而非局限于特定阅读教学章节。完善的倾听评

价内容，可帮助学生由自身评价结果，逆推自身在阅读学习过

程中，因倾听疏漏引发的思维漏洞或阅读理解错误，进而在教

师专业的指导下，及时弥补自身在倾听环节暴露的不足，提升

倾听接收与知识内化效率， 为其在阅读学习过程中维持良好

的倾听思考状态创造有利条件。 借助完善的阅读课堂教学评

价体系， 学生可直观感受倾听能力提升对阅读学习能力发展

的促进作用，进而激发其倾听积极性，以此构建阅读学习的良

性循环，有效培养学生阅读素养，强化阅读教学效果。

四、结语
基于现代小学语文教学发展趋势，为构建贴合教育形势、

满足学生实际学习发展需求的小学语文课堂， 教师应重视有

效倾听在阅读教学工作中的作用， 结合课程教学要求与学生

实际学习情况，构建多元化语文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多重

教学影响下，有效提升自身倾听能力，进而通过合理的阅读教

学设计，提升其阅读能力水准，为学生整体语文学习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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