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6 期） 

1363  

教育科研 

浅谈阅读教学自读自悟过程中问题的设计 
◆罗森荣 

（惠东县平山青云小学  广东省惠州市  516300） 

 
摘要：自读自悟这种阅读教学法与新课标的“自主、合作、探究”相结

合，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对于学生而言，阅读并

读懂文章内涵有一定的难度，且不能独立完成阅读任务，在自读自悟过

程中需要老师的引导，老师通过问题的设计来引导学生自主的阅读，在

阅读中发现问题能够独立解决，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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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自读自悟就是学生在自主阅读过程中能够独立思考，
自由表达，独立自主学习研究的过程。这种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大多采取的是“一
言堂”的形式，并不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没有独立思考问题的
机会。对我国教学的现状下，叶圣陶先生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书中提出了很大的质疑，语文的教学需要全新的改变。经过多年
的发展，语文教学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还是一味的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并未取得好的成绩。提高课堂效率必须在学生自读
自悟学习的情形下，以学生为主体，老师扮演“引路人”，设计
些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学生会带着问题进行阅读，鼓励学生独立
思考问题，在难点的问题上进行点拨，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也
提高了学生阅读的能力。本文重点探讨了如何运用自读自悟的教
学形式通过问题的设计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一、鼓励学生在自读自悟中质疑 
众所周知，学习贵在疑问，思维也起于疑问，质疑是创新活

动得以发展的有力基础。要提高学习能力，训练思维，离不开“质
疑”二字。质疑是指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从
而提高概括、分析、总结能力。在语文的阅读过程中，学生必须
多次阅读，阅读的次数多了慢慢就会产生疑惑。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应结合情景设计问题，激发他们的兴趣，带着浓厚的求知欲
去阅读文章。当学生发现问题时，教师应该积极地引导，在文章
的关键点和重点上，老师应该精心设计层层问题，学生通过问题
的解答能够更深入透彻地了解文章内涵。 

例如在《鸟的天堂》这一课文中，我先会要求学生进行一遍
课文的通读，在学生通读之后，我会向学生提问，在文章的 后
段落里，有一句“那‘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啊！”提出疑
问：“你对这句话有什么疑惑？”在问题的疑问下，学生会带着
对问题答案的探究进行再一次的阅读。在第二次阅读的过程中，
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句话里面会出现两次鸟的天
堂？两次鸟的天堂分别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第一个加引号，第二
个没有呢？”在这些众多的问题下，学生会对上下文进行深入的
思考，他们就会主动的寻求问题的答案，不需要老师过多的引导，
在寻求答案的同时自然的会与文本进行对话沟通，更深入探究与
理解“鸟的天堂”含义，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二、启发学生在自读自悟中释疑 
释疑指的是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学生在阅读

的过程中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的解答，就不能
够很好地吸收并贯通。在阅读的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的
说出自己的想法，得出结论。对于教学练习中简单的问题，我们
可以采取学生独立思考完成，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难度系数大
的问题，学生的阅读能力参差不齐，我们可以采取小组合作的方
式讨论。进而实现解惑的目的。在解答学生的问题过程中，我们
应该对难题进行梳理，有条不紊地根据问题的难易与性质做出合
适的教学方案，进而达到师生互动的效果。在阅读教学中，学生
可以借助工具书，网络等对课本遇到的陌生字词，文化背景等进
行翻阅，在这过程中，不仅积累了知识，还养成了独立动手解决
问题的好习惯。对于重点段落，教师运用对问题分解的方法来引
导学生进行理解。 

例如我们仍以《鸟的天堂》这一课文列举，在阅读文章中，
对重难点的词句要进行分析，必须结合上下文来思考。在小组组
合之后，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者两次提到的“鸟的天堂”

看到的景致有什么区别？二是两次提到的“鸟的天堂”作者都分
别流露出怎样的情感？学生会找出两次作者的不同经历，根据不
同的景物以及心情来感受作者蕴含的情感。在一个个问题得到解
决的时候，学生不仅对课本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掌握了阅
读技巧，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三、促进学生在自读自悟中提升 
学生阅读能力与思维能力的提升单单靠老师的讲解是远远

不够的，还需要语言的不断积累与实践。这就需要学生多背诵，
多阅读。在对阅读内容积累的时候要找出文中重要的语句或者段
落联系上下文对其内涵加以反思研究。这样就能很好地理解文章
中的情感。 

例如在学习李白的《独坐敬亭山》的时候，学生必须先了解
李白的生平经历与个人资料，还有在写这首诗的同时处于怎样的
社会情况，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作者的情感。教师还可以布置些
课外读物，让学生多阅读些李白的诗，在与文章进行对比，更能
体悟到作者的心情，还能积累课外知识。再如在《滴水穿石的启
示》文章中，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一些问题，如：为什么小小的
水滴可以穿破石头，而雨水就不能呢？我们生活中有没有半途而
废的情况呢？带着这些问题学生会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思考。这
种独立阅读的方式，可以更好地提升阅读能力、思考能力。老师
还可以在课后的作业中布置些成语的学习，在课外读物上或者网
络上查询一些意思相类似于滴水穿石的成语来进行学习，在这个
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积累到很多的成语知识，还能提升
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教师还应该注意到，在教
学中应该多激励学生多读多记，不断积累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文
章内涵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提问可以锻炼学生的综合
能力，提升学生评价，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与思维能力。教师还
应鼓励学生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寻求 优的答案，扩展思维。 

结语： 
在阅读过程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自主的

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的思维参与到问题中，教师在这一过程中
只需做好一个引导者的角色，通过设计合理有效的问题，使得学
生更好的理解文章中心，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提升思维能力。
这样的教学方法适应了新时代下学生成长的需要，也为教学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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