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教师的教学风格，不仅关系到课堂氛围与教学质
量，更与学生的学习状态密切相关。中小学学生正处于成长的
关键阶段，受外界影响较为敏感，教师的教学风格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其学习效率。因此，教师应该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特
点，逐步确立属于自己的个性化教学风格，让学生对自身产生
认同感，增强教学魅力。本文将以学生需求为前提，对中小学
教师的教学风格养成策略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小学；学生需求；教师教学风格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9）31-0191-01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9.31.178

教学风格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别，不
同的教学风格呈现出的教学效果也存在差异性。因此，在教师
确立教学风格时，除了应该考量自身性格特点外，还应该满足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教师作为教学的引导者，其课堂言行会对
学生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更应
该转变千篇一律的教学风格， 以个性化教学风格引导学生进
入课堂学习状态，提升学习效率。
一、设计个性化教学思路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具备超前意识，增强课堂教学

的创造性。 这就要求教师能够熟练掌握教材内容，并能够根
据学生学习需求对其进行合理整合， 增强教学课堂的灵活
性。 教学思路的设计，应该以学生心理活动特点为基础，提
升教学风格的适应性和层次性 [1]。 教师应该明确教材的重点
与难点，并对其进行合理取舍，增强知识点之间联系性的同
时，变通教学内容与形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比如，在讲
授《桃花源记》时，可以结合《五柳先生传》进行教学，使学生在
了解陶渊明性格特点的基础上，明确其文章风格和思想价值，
而不必拘泥于教材单元模块的限制，实现教学内容的灵活变
通。 由于学生之间性格和学习能力存在差异，这也要求教师
能够因材施教，确定多样化教学风格，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
需求。
二、探索个性化教学艺术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不应该只扮演传授者的角色，更

应该扮演一个引导者和启发者的角色。 教师需要将课堂主动
权交还到学生手中， 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实现师生共同交流
与探索。教师通过准确把握教学内容特点，在教学中将自己的
教学风格与文章内容融为一体， 能够有效引导学生进入课堂
学习氛围，提升学习效率。比如，在《海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通过激情澎湃的诗歌朗诵， 表达出诗歌中蕴涵的热情与不屈
精神。这种独特的教学艺术能使学生进入教学情境，增强学习
兴趣。
三、提升自身专业修养
教师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以当前教育发展特点和

学生需求为基础，实现教学风格的转变与完善，提升课堂教学
效率。不同教师的性格不同，因此可能会存在教学风格上的差

异[2]。但是，教师应该实现自我突破，根据当下教学内容培养多
层次的教学风格，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比如，有的教师性
格内向，但是很多教学内容却需要教师能够解放自我，通过生
动形象的展示来完成教学内容。
四、创新教学手段
新颖的教学手段， 也是教师教学风格形成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一环。尤其是在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教师更应
该借助于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实现教
学实践活动的改革与创新。教学手段的创新，是打破千篇一律
教学风格的关键点[3]。比如，在《济南的冬天》教学过程中，教师
可以用多媒体展示济南冬天的摄影图片和视频， 学生通过调
动视觉和听觉器官，感受济南冬天的环境气氛，能够加深对课
文的理解。多媒体教学是实现教学手段创新的其中一种形式，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根据学生需求，探索更多新颖
的教学方法，以确立自己的教学风格。
五、拓展教学空间
教学活动不应该只局限于教室当中， 通过设置丰富的第

二课堂，能够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风格产生好感，进而增强其
学习的兴趣。教学内容与课外活动的结合，也有利于教师不同
教学风格的实践，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学习领域的拓展，
能够将课内知识与生活实际进行紧密联系， 增强学生的实际
问题解决能力。 比如，在初中语文教学当中，教师应该鼓励学
生在课外多关注《焦点访谈》等节目，并给定具有可操作性的
课题，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 在此过程中，学生不
仅能够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 而且能够体现教学风格的独树
一帜性，增强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
六、结语
中小学教师的个性化教学风格养成， 是提升教学质量的

基础与前提，也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因
此，教师应该不断增强自身专业素养，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和教学内容，以独特的教学风格引导学生开展学习。教学风格
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教师需要增强自身创新能力，敢于在
教学中对不同教学风格加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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