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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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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家教育改革的深化，在小学语文课堂中融入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模式，不仅能够增强小学语文课堂的有效性，同时
也是“以学生文本”教育理念的贯彻落实。本文通过对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分析，旨在能够通过推
陈出新的教学理念、丰富有趣的教学形式使小学语文教育能够实现对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目标。 

关键词：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小学；语文教学 
 
在素质教育目标的提出以及落实过程中，如何能够有效培

养学生形成自主性和探究性的学习能力，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
应当予以深入研究的。《新课程标准》对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增
强学生全面发展的动力，转变传统课堂中的单项知识传递教学
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语文课堂当中做了明确
的指引。小学语文老师需要紧随国家教育方针，通过构建“自
主、合作、探究”的课堂教学新局面，使小学语文教学水平得
以提升。 

一、运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本领 
小学语文教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意识和行为

的重要阶段。小学语文老师在开展教学实践时，应当运用创新
教育理念来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为小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探
究机会[1]。“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一个增强小学生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的有效方式，通过运用翻转课堂教育模式，彻底改变了
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了“学──指导──学”的自
主探究模式。老师在“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不再是课堂的掌
控者，而是成为课堂的引导者，学生则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体。
通过让学生在语文正式授课前进行自主合作学习，能够有效提
高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本领，从而实现小学语文素质教育目标。 

例如，语文老师在讲到《触摸春天》这篇课文时，可以运
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课前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春天”
的相关资料查找和总结。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利用互联网和课外
读物资源去查找“春天”的一切信息，并按照信息内容进行分
类整理，在课堂上进行自主发言。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与小组
成员共同努力搜集、分析和整理，从而形成了具有学生独特视
角的课前探究结论[2]。在小学语文课堂上，老师可以鼓励每个学
习小组派出一位代表来讲一讲自己是如何触摸和感受春天的。
有的学习小组主要是从春天的“颜色、春风”等角度来展现春
天；有的学习小组则是从“燕子、农民耕种”的角度来展现春
天。这时，老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触摸春天》这篇文章
来对比出作者对春天的描绘与学生的描绘有什么异同。由于学
生运用翻转课堂方式已经对“春天”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因
此在分析课文内容时会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学生通过将语文课
文与自己的课前总结对比学习后发现，作者是从一个盲童的角
度展现春天视角，盲童虽然不能够看到春天的颜色，但她可以
从心灵上的感受来捕捉春天，如“安静的手指悄然合拢，竟然
拢住了那只蝴蝶……”、“……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
纷的世界。”通过语文老师对语文课堂的指引，学生能够通过学
习感受到春天的魅力，同时也能够有效地锻炼小学生运用自主
合作探究学习来获取知识的能力。 

二、运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引导学生走探究学习之路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能力的过

程，也是培养学生对知识领域提出质疑的过程，有了质疑也就
有了探究的动力。小学语文老师需要不断鼓励学生将语文学习
过程看作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过

程。通过以问题为线索的学习形式引导小学生走上探究学习之
路[3]。传统的语文教学中，学生对老师所讲授的知识内容往往知
识机械性的记忆，从而导致了语文教学模式的僵化，这种情况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造成了很多学生无法发散思
维的弊端。语文老师在教学实践中，要鼓励学生勇于质疑，勤
于分析，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效果。 

例如，语文老师在讲到《两个铁球同时着地》这篇课文时，
由于小学生还没有系统地接触过物理知识，因此会对两个铁球
同时着地这一现象产生疑问。在小学生的理解范围内，感觉重
量大的铁球应该先着地才对。老师对于小学生的质疑要进行鼓
励，并引导小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实践的方式去验证语文课
文的结论。小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可以准备两个重量不同但
材质相同的物体进行试验，依次对大球、小球以及两个球相连
的情况进行时间测试，学生可以很快发现不同方式中球掉落所
用的时间是完全一样的，也验证了语文课文中伽利略的结论“球
下落的速度与重量没有关系”。学生在语文的质疑学习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勤于思考、乐趣探究的良好习惯。 

三、运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使小学语文课堂焕发新的活力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语文教学中也应重视对

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培养，从而增强语文课堂的吸引力。语文
老师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途径当中，可以通过设计丰富有趣的
游戏环节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热情
[4]。 

例如，语文老师在讲解《坐井观天》这部分内容时，可以
带领学生共同参加到游戏环节当中。老师可以让学生扮演青蛙
和小鸟并合作完成课文所展现的故事情节。学生在参与游戏的
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课文的结局，通过自主合作探究来对寓言
故事进行改编。如小青蛙在井底看到的天只有井口那么大，在
小鸟的劝说下终于离开了井底，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天空。通过
这样的探究式学习模式，语文课堂也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提高
了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结束语： 
《新课程标准》提出“教学过程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注

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探究，促使在
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富有个性的学习”，在《新课程标准》的教
育理念指引下，小学语文教学也必将进行深入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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