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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之前没有太多进行自主学习的详细和具体研

究，同时，结合学科的自主学习探究也少之又少，笔者

基于新课程标准教学理念，从实践出发，对初中语文教

学中学生自主学习现状的探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

原因的分析，掌握正确培养的方法，促进学生的学习方

式由被动接受向主动转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以至终

身学习。1

一、自主学习概念研究

自主学习通常泛指受教育者凭借其自觉性主动、独

立的学习，相悖于被动、机械式的学习。培养自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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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师生学习综合能力，同时也

是促进教师终身学习和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

它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教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引以

重视的一个关注点。

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正是因为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存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缺失这一显著问题，教师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

引起重视，学生也不以为然，从而导致学生学习效率低，

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1. 学生：认识层面的欠缺

本次研究对象为初中生，从年龄特征来看，初中阶

段的学生拥有旺盛的精力和记忆力，注意力容易分散，

情绪波动大，性格及能力还还处在发展和完备阶段。另

外，现在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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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对他们过度的保护，导致社会经验严重不足，学生

往往体现出心理不够成熟，对“自主学习”的内涵认识

并不深刻。还存在一部分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自主学

习动力的缺乏等情况。因此，在教学中要尊重该阶段学

生的发展情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不断提升学生对自主学习的认识。

2. 教师：业务能力的不足

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要求教师根据新课

标要求，结合学生的知识基础掌握情况，通过教与学的

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而此时教师更应

该顺势而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时代在不断

向前，社会需要更多的专业性人才。就初中教师这一群

体来说，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年轻教师作为最大的群体，

其中不乏有一些教师对课堂教学各个环节把握不够到位，

专业知识水平还亟待提高，所以在教学中表现出一些问

题，如上述问题中提及的：教学策略的滥用、相处模式

固化等情况，反映出教师自我业务能力的不足，更不能

体现出教师对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重视

3. 教学环境：缺乏氛围的营造

环境对青少年的作用就好像孵小鸡时温度对鸡蛋的

影响，适宜的温度才能孵出健康的小鸡，没有合适的温

度，鸡蛋永远也变不成小鸡。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受各

类环境的影响，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种种，

因为自主学习氛围的缺失，教学中更难开展自主学习能

力的培养。

三、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一）学生主体性

1. 养成习惯

谈及自主性的培养之道，肯定要提到好习惯的养成，

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过：“积千累万，不如养个好习惯”。

无论在学习中，还是在生活中，甚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

上，可见习惯是多么重要，学生一旦形成不良的生活习

惯，不仅很难让他人接受，还会影响一生。初中阶段对

于学生性格的成型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在此过程中，

学生不能一味地汲取知识，应该以养成良好的习惯为导

向，促进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对于初中生而言，自主性的培养贯穿整个语文学习

过程，从课前准备，到课堂实践、再到课后反思，一系

列的环节其实都包含着许多有关自主学习的运用，自主

预习、自主合作、自主评价、自主反思，将这些自主环

节落实到位，学生就应该抓住每一个能锻炼自己的机会，

认真做好每一步，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才能让每节

课发挥出应有的效果。“人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①”，

养成好的习惯、跟坏习惯作斗争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的

功课，习惯都是被“画”出来的，画出习惯的路径、找

到习惯的暗示、惯常思想和行为，让好的习惯不断被顺

理成章的“画”出来，如同每天我们起床刷牙洗脸这般

简单、连贯。

2. 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新课标一直所提倡的创新型学习模式，

合作学习讲究学生间形成小组，合作互助学习，不仅能

够切实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还能极大的提升学生间团

结合作的能力和形成相对竞争的关系，对学生学习自主

性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合作学习通常来讲，在

一个班集体中把学生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各学习小组，

教师将任务布置下来，各小组按照学习任务一起协作学

习，一起开展学习活动，充分发挥小组中每一个成员的

作用，调动每一位组员的积极主动性，使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更亲密、关系更规范。

以学生为主体建立小组，适当分工合作学习，充分

调动每个学生的作用，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小组中找到自

己的定位，不断要求变强，而且组内成员之间能形成相

互影响，相互学习机会。学生经过小组合作学习，改变

了学生单一、不平等的师生交往关系，营造了更多平等

的学习锻炼机会。让学生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相互鞭策。组建成具有竞争性且互利的小组，遇到问题，

大家相互探讨，充分地调动学生之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教师主导性

1. 转变角色——民主平等师生关系

素质教育始终提倡把“舞台”留给学生。因此，教

师在课堂中要始终牢记以学生为主体，由教师引导推进

课堂各个环节的发展，让学生在课堂中充分感受到自主

学习的魅力。

长期的应试教育让学生过分的依赖教师，教师若只

是为了应对应试一味纯粹的传授知识，从而阻碍了学生

的自主发展。要开发这方面的潜能，就必须改变教师的

教学角色。首先，教师应该明确在教学中担当的角色，

将更多地目光放在学生的身上，教学是师生间双向互动

的一种活动，一堂课不是教师的独秀，树立以学生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的新型教学模式，学生能够在课堂中有更

多的机会畅所欲言，促进学生主动进行思考再表达。其

次，课堂不是教师单线传播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

场所，教师要时刻注意引导学生发挥自主性，才能使课

堂更生动丰富。最后，师生间平等相处才能提高课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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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为学生搭建了自主学习的桥

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才能充分感受到自我的价值，更

好学习知识并转化为己用，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提高

交流的能力。

2.“授之以渔”

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意在劝诫为

师者为学生指示前方，引导其不断探索自己前行，自行

去寻找属于自己最后的成果。这样授之以渔的方法比比

皆是，母鸟将小鸟毫不犹豫的衔出去，老虎在幼年时便

会被抛弃，不是为师者不爱，然而这才是大爱，是看似

无情的优秀教学范例。教师不可能一辈子为学生铺平前

行的道路，学生也不可能始终存活于教师的庇护下，这

样又怎么能展翅高飞，翱翔于长空领略最美的风景。

教师并不能随时随地给予学生帮助，学生也应该

在获得一些引导后要善于摆脱依赖，自主前行。接受

“鱼”只能解一时之急，“渔”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为了

满足一时的痛快而蒙蔽双眼选择鱼，也看出了眼界的狭

窄。在学习中教师只是随着成绩这个指挥棒走，最后也

只会沦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因此，教师应该注重

“授人以渔”来引导释放学生创造性。

3. 培养兴趣

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每个人都逃不出

兴趣的“爪牙”，只要是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我们都会乐

此不疲去做。兴趣不是天生的，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培养。

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离不开兴趣的作用，兴趣能

最大潜力的激发出学生的向学力，有了兴趣就等于学生

能拥有无穷无尽的学习动力，标志着向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培养的极大飞跃。

因此，在以教师为主导的语文课堂中，应以培养学

生的兴趣为首。对于学习兴趣的培养，教师可采取多样

化教学手段、多种教学方法，用教育的艺术去引领学生

对于语文学习的向往。像直观演示法、互动练习法、读

书指导法、任务驱动法、参观教学法等多样的上课方式，

促进教学中的听、说、读、写的有机结合，激发学生学

习语文的兴趣，并且使这种兴趣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渗

透学生内心深处，更有效的调动了学生积极性。因此，

努力找出学习过程中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点，努力向它

靠近，让学生真正体会自主学习的乐趣。

4. 营造氛围

在《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学生应

该“能在老师的指导下组织有趣味的语文活动，在活动

中学习语文，学会合作。”②创设开放自主的课堂氛围，

不仅有利于师生课堂间的交流，也有益于提升至高质量

的课程标准，还能使学生的自主创新精神得到充分发挥。

许多教育学家纷纷将精力投注于科学发展理念的

研究，在我们初中语文课堂中亦是如此，应坚持开放自

主的科学发展理念。著名教师窦桂梅创新“与学生同读

书”的模式，杜郎口的老师创新“与学生同教学”的模

式，以及魏书生创新“学生自学”模式等都集中体现了

要在课堂中营造开放自主的条件，培养学生学习的独立

性和自主性，以上研究为后来的自主学习系统研究提供

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自主学习氛围的营造应突出师生间民主交往方式。

课堂中最普遍的交流方式便是师生之间的交流活动，不

言而喻，在语文课程教学中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以教师

为主学生为辅的观念，将自主学习付诸实际，在班级这

个组成的大家庭中，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一方沃土，

使学生和老师能在营造的自主气氛下师生双向交流、融

洽相处，加深对知识的重新建构，加深对问题的深刻理

解，加深对学习的强烈渴望。

（三）教学环境

“孟母三迁”，为子三迁择邻，择的不只是简单的

“邻居”，择的是周遭更适合学习成长的环境。“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环境对每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

容小觑。环境是由人创造的，同样环境也能造就人。

1. 学校方面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

里，学校作为影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主要外部因

素，学校中的各种因素如硬件设施装备和使用、管理方

式、班风校风形成的文化氛围、以及教学模式教学策略

的使用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所以，在尊重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基

础上，学校提供给学生良好的氛围，放宽给学生学习的

自由度，学生在学在其中便能更好的采取自主的方式，

推进整个学习过程。

2. 家庭方面

家庭是学生赖以生存的主要环境，学生整个学习生

涯都会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可以通过家庭作用学生的自觉性，进而影响学生的自主

学习。不同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也会不同，通常我们常

见的四种家庭教育类型：溺爱型、放任型、专制型、民

主型。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子女的自主学习的影响也是不

同的，家长以一种平等互爱、乐观进取、积极热情的态

度引导子女自主学习。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也会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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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应对，因而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 社会方面

社会环境作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宏观生态环境，

对学生自主学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随着知识经济

的到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就是课程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

如何有效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成为了理论界与实践

界探究的新课题，自主学习被大众引起广泛的关注，许

多地方出台了自主学习管理的相关政策，从社会的影响

传达至学校，给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最大的支持。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教育新课程改革中，教师应

该改变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模式，坚持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关注教学环境的营造，积极引导学生进行

自主活动、累积经验，倡导应用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

教学方法，使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能不断的自主参与学

习，从而提高初中语文教学的有效性，让学生从“学

会”走向“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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