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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探讨如何从生活角度进行初中语文教学 
◆刘艳芬 

（常德市鼎城区黄土店镇沧山中学） 

 
摘要：目前，随着当今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快速进步，我国

教育部和国民也越来越重视初中语文教学。作为最基础的一门学科，语

文是学生整个学习生涯的基础。学生在学习语文时，除了掌握各种语法

和表达方式外，还应学习做人的经验和为人处世的方法，进而形成一种

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基于此，本文就初中语文，探讨了从生活角度，

如何展开教学的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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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是指将生活情境融入平常的教学当中，并有机结
合课本知识和学生平常的生活，让学生立足生活来理解初中语文
知识，并感受生活中的乐趣。语文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且新课改
提出，学生应将语文知识面拓宽，以提高语文涵养。在生活化教
学中，往往从学生的学习出发，深入挖掘平常生活当中的有关语
文内容，并以此来鼓励学生发现生活中的语文，并灵活运用语文
知识，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解决。 

一、通过阅读品味生活 
大多数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均涉及生活感悟、情感纠葛、

歌颂赞美自然等方面的内容，故有一定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同时
生活气息也很强烈。所以，初中语文教师应加强对学生阅读和理
解文章能力的培养，促使学生在阅读中，和描述的生活情景或感
悟共鸣，使其从自身经历出发，充分感悟生活，从而深入理解文
章。 

例如，在讲授《背影》时，发现课文非常细腻地对人物进行
了刻画，且情感脉络也非常清晰。在这篇课文中，多次对父亲的
背影进行了描写，并引起了朱自清在情感上的波动，进而朱自清
怀念父亲感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该篇课文的教学中，语文教
师要指导学生认真分析作者对背影的数次描写和情感变化的陈
述，使学生更深刻地感受作者对父亲的至深情感，使其通过对该
篇文章的学习，回忆生活当中，自己和父亲之间的点滴，并思考
和父亲的情感现状，这样也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语文知识。 

二、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感悟生活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各种活动，以帮助学生理

解语文知识，比如，排练小品、辩论赛、演话剧、办黑板报等。
借助上述语文教学活动，教师可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使其乐
于参与其中，并学会区分日常生活中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方法，从
而激发他们的浓厚语文学习兴趣，并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 

例如，教师在讲解《变色龙》时，就文中描述的断案时，狗
是否是将军家的言辞和情绪变化，便可以引导学生试着扮演其中
的角色，展开排练及揣摩，以深入理解“变色龙”的真正含义。
紧接着，教师再从文章的特点出发，引导学生体会作者要表现的
讽刺，意识到本文主角的那种丑恶的欺上媚下嘴脸。在学生朗读
课文时，也可以使其分角色进行朗读及扮演。此外，教师就《皇
帝的新衣》和《威尼斯商人》等课文，也可以引导学生试着将其
转换成话剧并表演，使其在表演中体会文章，并在生活中，也有
所应用对语文的感悟。 

三、在学生的生活实践中丰富教学活动 
通常若事情学生有经历，则对所遇到的知识，学生的见解便

会更丰富，且更容易创新，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从
文章内容出发，在学生的生活实践中，指导他们从平常的生活及
人文关怀当中，明白感悟及感恩生活。 

初中语文教师在平常的教学中，可以首选书信，来和学生深
入交流，并引导他们以纸笔来交朋友、自创广告语及文字对联等，
并从生活出发，帮助学生增强作文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使
其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写随笔的良好习惯。此外，教师在平常的
教学中，还应多组织一些主题活动。例如，教师在讲授《罗布泊，
消逝的仙湖》时，便可以通过播放相关的多媒体图片等，让学生
自主关注平常生活中，常见的环保问题，使其分组考察和讨论这
些问题，然后形成报告，以促使他们积极发现平常生活当中的资
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现象，并有针对性地将解决措施提出来。又如，
教师在讲授《我的母亲》时，便可以要求学生回家后，做饭、给
母亲捶背等，使其充分感受生活当中和母亲的深厚情感，并帮助
他们逐渐养成这种好习惯。这样除了能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课文
含义外，还可以使其懂得感恩，进而塑造优秀的品质。 

四、在人文环境中引导学生学好语文 
初中语文属于人类学科，如果教室乃至整个校园均弥漫着十

分浓厚的人文气息，则势必会耳濡目染全校学生，使其具有更浓
厚的语文学习兴趣。例如，可以将优美的诗词书画展示在学校走
廊，并辅以一定的名言警句，使校园环境极具人文气息，方便全
校学生随时随地学习语文。 

此外，教师还可以充分发挥教材资源的作用，为学生创建一
个生活气息浓厚的教学气氛，使其感受到生活之中处处有语文。
比如，教师在讲授《故乡》前，便可以先这样提问：“同学们，
你们都有怎样的难忘的美好印象？”这样学生便陷入沉思当中，
然后要求一些学生自主发言，接着让学生集体进行课文朗读，深
入体会作者笔下的“故乡”，相关的往日场景及生活片段。在熟
读课文的过程中，学生逐步加深了感悟及理解，并在思想上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可见，在极具人文气息的课堂上，学生能充
分联系自身实际，更好地感悟生活，以把握课文。 

五、结语 
综上所述，语文教学往往取之于生活，反过来又能用之于生

活。语文教育以生活为源头和活水，倘若源头和活水均缺失，则
语文教育必将十分乏味和枯燥。如果初中语文教学，可以从生活
角度来具体展开，促使学生在平常的学习及生活当中，一起发展、
共同进步，则这种授课模式定会获得十分理想的效果。总之，从
生活角度出发，展开初中语文教学，是当今时代一种必然的发展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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