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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主学习空间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王晓燕

（日照市莒县陵阳街道中心小学，山东 日照 276521）

摘要：小学不仅是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即将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们性格和学习习惯逐渐确立的重要阶段。因此在新课程改革逐

渐深入发展的今天，教师要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通过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活力；增添竞赛环节，

促使主动学习；开设读书课堂，促使自主阅读这几大关键方面，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小学语文

教学经验，对该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为广大同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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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许多小学语文教师都会认为自主学习

就是自习，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它们二者有着各自的概念。在自

主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要起到导向的作用，

减少他们在自主氛围中散漫无序的问题。教师要构建出目标——

学法——问答的课堂模式，提前设立目标，传授给他们相应的技巧，

再鼓励学生进行自主的询问，以此构筑出自主学习的空间，促使

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够得到提升。

一、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活力

语文课堂中时常充满着活力与生机。教师要注重教学氛围的

创设，自然、和谐的学习环境会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的投身到语

文教学之中，并且消除与教师年龄的隔阂，产生思想观念上的统一，

帮助他们将思维发散，具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那么教师便要结

合兴趣教学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兴趣教学并不是

一味带领学生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而是要让他们找寻到语文知

识中的趣味性，真正的促使他们能够将教材中的理论进行理解和

消化，不再沿用过去死记硬背的方式，减少学生心中枯燥和乏味

的情绪，继而培养他们的核心素养。

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骆驼和羊》这课的讲解时，便可

以利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在紧扣住语文教学主题的同时，将文

章内容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让他们惟妙惟肖的感受到这一课的

魅力。那么教师便可以结合着角色扮演手段，让学生四人一组，

一位扮演骆驼，一位扮演羊，另两位则需要朗读骆驼和羊说的台

词，再选择一名学生念下旁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羊和骆驼的

学生要通过肢体的动作来对其进行模仿，体现出他们的特点。当

旁白念到：“骆驼一抬头就吃到了树叶。羊抬起前腿，扒在墙上，

脖子伸得老长”这一句话时，便要让扮演的学生展现出两个动物

在身高上的差别，促使课堂氛围可以高涨起来。与此同时，其他

学生也不能闲着，而是要随意的插话。教师要鼓励他们充分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为“两只动物”布置一些动作任务，如，“骆驼，

你原地转三圈试试呀！”“羊，你一只脚站着试试呀！”等等。

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让每位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之中，

还可以使他们充分感受文章中的情景，体会到骆驼与羊的差异性，

对二者有一清楚的判断，加深对课堂内容的理解。

二、增添竞赛环节，促使主动学习

在学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自主学习后，很容易感到疲倦和劳

累，有些学生会出现萎靡不振、厌倦语文的情绪，因此教师要通

过竞赛的方式为他们增加一些动力，使其重燃学习的激情。在过

去的讲授模式下，教师只是采用语言鼓励的方式为学生树立起学

科榜样，不仅不会产生带头的作用，还会导致榜样们树大招风，

遭到其他学生排挤。因此教师在宣扬自主的时候，也不能对他们

放任自流，要让学生清晰地了解到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开展适当

的竞赛活动，如一针兴奋剂般，使他们“蠢蠢欲动”、摩拳擦掌。

例如，教师在对《小壁虎借尾巴》这课进行讲解时，便可以

结合竞赛手段，先让他们分为数个小组，然后使其在自主合作中

制作一些与文章有关的道具，展现出故事情节。教师要充当考核

官的角色，评选出优秀表演小组和创客小组。由于要和其他小组

竞争的缘故，学生都会积极投身到准备中来，提前查阅相关资料，

如壁虎和其它动物的语言、神态、心理等因素，促使他们能够对

课文有着更深的了解。又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要是你在野外

迷了路》这篇课文的讲解时，便可以鼓励他们画出来思维导图。

通过“问题——解决方式”的过程来用简洁的语言表述出来。教

师要结合着竞赛的手段，鼓励他们分享出自己在野外迷路后的求

生方式，并为他们的答案进行打分。在这一自主氛围浓郁的课堂中，

学生会有着非常高昂的情绪，在与其他学生比赛的过程中也可以

成为一名“野外生存小专家”，提高自主学习的欲望。

三、开设读书课堂，促使自主阅读

语文学科包罗万象，其能力的高低在小学阶段也决定着其他

学科的学习成果。因此语文不只要在课堂上认真学习，课后也要

及时且主动地去积累。当学生的语言水平和文学素养达成一定程

度时，便可以出口成章、笔落成文。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尤其是在阅读教学时，不仅要理解文章的内容，还要

在阅读时进行广泛的积累。只有学生掌握的语文素材变多了，他

们才会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形成更加优美的语感，逐渐发展延伸，

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教师要让学生形成一定的词汇积累量，

在阅读中找寻到他们喜欢的“点”，逐渐培养出语文核心素养。

例如，教师在对《赵州桥》这课进行教学时，便要先让学生

自主搜集有关于赵州桥的资料，在课堂之中进行分享和交流。之

后教师要让他们在文章中找寻到有关赵州桥的线索，帮助他们掌

握更多的生字和知识点。语文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是需要日积月

累培养的，尤其在小学这一关键的时间段内，教师要为学生创设

出自主学习的空间，每周都要开设一两节自主阅读课，让学生主

动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进行阅读。无论漫画，还是小说，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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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都不要去阻止。因为小学生需要培养出阅读的兴趣，如果上来

就去进行《三国演义》《鲁滨逊漂流记》等著名作品的阅读，有

可能会使他们收获不到读书的乐趣，产生相反的效果。况且漫画

和小说更具有天马行空的特点，能够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发

散型思维。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自主阅读能力后，便会不由自主

的想去接触那些名著佳作，继而提高文学素养。

四、通过课堂活动亲身体验，调动学生积极性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课堂活动让学生身受其中，才能对课文

内容理解的深刻透彻。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孩子们学习的乐趣，调

动了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增强了学习氛围。

例如，教师在教学《一分钟》这课时，首先让学生明确这篇

课文讲述了元元因为偷懒了一分钟，最后迟到了二十分钟的事情。

但是一分钟在大多数孩子的印象里是短暂的，不值得一提的，学

生很难体会到要珍惜时间，也就为培养学生知道时间的宝贵，懂

得严格要求自己，带来了困难。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可以通过课

堂活动，让学生体验一下，一分钟究竟有多长，一分钟能做些什么，

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一分钟时间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学生在朗读

感悟课文内容的时候，穿插着表演来进行。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想象能力和表现能力，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另外，

他们边读边演，又能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感悟。

五、先预习再创设情境、联系生活实际突破难点

在教授新课之前，应先让学生自己自学课本，了解课外知识，

查阅资料，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动脑进行自主学习，达到对课本内

容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在老师讲解新课时的重难点中做到心中有

数。通过创设情境、联系到生活中进行难点的突破。

例如，教师在对《端午粽》这课教学时，先让孩子们通过预

习查阅资料，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从而达

到预习的目的。让学生在对课文了解的基础上，明确端午节吃粽

子的意义延伸到外婆盼望家人团聚的画面。赋予学生想象空间，

为学生呈现出感受包粽子、吃粽子的温馨场景。对于端午节孩子

们已经很熟悉了，但这份“浓浓的亲情”对于没有经历过“离别”

的他们来说真的难以理解。如何让学生体会到这份亲情，并珍惜

这份亲情就成了本课的难点。教师在处理这个环节时，可以通过

多媒体出示一些节日的画面，创设情境，并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

感受节日的氛围。然后引导学生采用各种方式朗读，使学生在阅

读中体会那份“浓浓的亲情”。让孩子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下掌握 “端

午节”是中国汉族的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特定

节日。所以端午节是一个纪念的节日，一个充满教育意义的节日。

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精神。不仅使整篇课文突破了难点还很好的得到了升华，达到了

教育的目的。真是一举两得。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蓬勃发展的当下，小学语文教师要注

重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培养，找寻到现有的教学问题并改善，增强

学生对自主学习的热情，逐渐形成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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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地理创新能力培养探究
谢福敏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永和中学，福建 泉州 362235）

摘要：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现代社会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是新课程标准和素质教育理念持续深入的结果，从

长远角度看，对学生的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地理的教学目标也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放在了首位。因此，

教师要立足新课标结合新教材，根据学情，创新教法，在传授地理知识之余，促使学生发散思维，实现创新能力培养的目标，挖掘地理

学科教学与育人的价值。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高中；地理；创新能力

为积极响应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理念的号召，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培养其创新能力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也是教育教学的必

然要求。它不仅满足了学生学习的个性化需求，对促使其综合素

质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高中地理学科，作为一

门人文性、综合性的学科，知识面广，时代性强，更容易触发学

生学习和探究的欲望，因此，在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有助于学生将抽象的知识物化，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能够灵活发散

思维，激发自身创造力解决实际问题。基于此，探究高中地理教

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发展大有裨益。

一、高中地理教学中落实创新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一）提升教学效果

在高中阶段，学生在高考压力下无暇分心，两耳不闻窗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