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JIAOYUYANJIU｜教育研究 

  9

基于小学语文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有关探讨 
高希路 王秀晨 

山东省临沭县店头镇中心小学 

摘要：素质教育的要求是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其中包括自学能力的培养。在日常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始终是老师们探讨

的课题。本文就如何培养小学语文自学能力作了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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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下小学语文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不足之处 

（一）并未设定自主能力培养目标 

在教学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教

师需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新课程标准提出核心素养的概念，而自主

学习能力是核心素养培育的重点，教师需要设定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的教学目标，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对小学语文教学实际进

行分析，发现很多教师将着眼点放在书本知识上，采用理论灌输

的方式，导致知识理解陷入僵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

为教师的教学目标设置不当。素质教育以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性

人才作为目标，教师需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深度

理解知识、消化知识。在教学目标并不科学的情况下，教师采用

滞后教学方法，以自我为主导进行授课，压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和学生的课上交流比较少，互动明显不足，导致学生逐渐丧

失学习热情，语文教学效率相对较低。 

（二）学生功利性的学习目的较强 

在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小学生也承担了一定了学习

压力。很多学生受到父母和教师的影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将获得高分作为追求。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

革，我国教学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但仍然有老师和家长受

到传统教学理念影响，对学生提出诸多要求，使学生陷入被动学

习状态。 

二、小学语文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路径 

（一）制定能力培养目标 

新课程标准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高要求，教师应该将自主学

习能力培养作为重要目标，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教师是学生的

引导者，承担着为学生传道受业解惑的重要任务，应该认识到自

己的责任，对学生负责，寻找语文教学和能力培养的契合点。语

文学科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学科，语文培育是能力培养的关键一

环，因此必须认识到语文教学的意义，科学制定能力培养目标 

比如，在讲《秋天》这一课时，教师应该设定如下的能力培

养目标：第一，为学生提供预习指导，让学生初步理解课文，认

识其中的生字，把握秋天的基本特征。第二，鼓励学生自主体悟

文本情感，感受作者对秋天的赞美之情。第三，号召学生搜集更

多描绘秋天的文章，并进行自主阅读，领略秋天之美。 

（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新课程标准明确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开展小学语文教学

时，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处在成长期，这一阶段

的孩子非常活泼，渴求在趣味课堂中学习知识。教师应该分析学

生的个性特征，使学生在课堂上勇敢表达自我，增强自主学习信

心，唤醒学生的学习动力。想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

需要提升语文课堂的趣味性，使学生掌握轻松愉快的语文学习方

法，在劳逸结合中收获知识。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教师需要创新

语文课堂，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空间。 

比如，教师在讲《望庐山瀑布》时，可以鼓励学生开展自主

学习，把握诗歌内容，与诗人达到思想上的相互契合。《望庐山

瀑布》对瀑布之景进行了描写，李白用其独特的才思和丰富的想

象织就名篇，使庐山瀑布跃然纸上。古诗文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

的瑰宝，学生自主学习古诗文知识，可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

了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呈现庐

山瀑布的视频，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满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自豪

感。在视频播放之后，教师应该为学生预留出充分的思考时间，

让学生进入情境之中，论述这首诗歌所表现的内容，以及作者寄

托的情感。思考学习的过程即是自主学习的过程，学生在思考过

程中能够深入理解诗歌，在潜移默化中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三）协调师生关系 

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也是学生的指路明灯。在学生的发展

过程中，教师占据着至为重要的位置。传统课堂割裂了“教”与

“学”之间的关系，师生关系比较冷漠。在教学体制改革的背景

下，教师应该转变自身的角色，和学生建立平等关系，成为学生

的良师益友。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基础知识，还要洞察学生的

学习需求，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比如，教师应该秉持因材施教的原则，对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训练。部分学生的个人学习能力较强，教师可以对其进行拔高训

练，要求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完成课外练习题目等；部分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较弱，教师可以邀请父母开展家庭教育，使学生充

分认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并通过简单任务来提升学生的学习

自信心，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自主学习的快乐。 

（四）优化作业内容 

在传统语文课堂，教师布置作业大多围绕教材，以课后题目

作为基础。课后题目是对教材内容的检验，仅仅将着眼点放在教

材内容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作业是提升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关键，教师应该对作业内容进行调整，使学生通过

作业获得提升。 

比如，教师在讲完《彩色的梦》这一课后，可以为学生布置

如下作业：第一，完成本节课的词汇默写，并知晓字词的正确读

音。第二，简单绘制课程的思维导图，提取课堂的重要教学内容。

第三，联系自己的梦境，回忆自己最有趣的梦境，和家长交流分

享。上述三项作业都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辅助学生养成自主

学习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