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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学段学生语文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研究
孙 倩

吉首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 吉首 416099

摘 要：自主学习能力在学生学习和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响着学生的自我发展。自 2021 年 5 月，国家为减

轻学生学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简称：“双减”政策），明确规定了低学段不允许布置书面形式的作业。这意味着教师有更灵活的时间、空间来

开展语文教学活动。应该更加注重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自我发展能力，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课

堂中。为此，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从预习、教学、反馈、拓展等方面探索低学段小学生语文自主学习能力的路径，提

升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习意识，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为今后的语文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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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which affects students’

self-development. Since May, 2021, the state has made efforts to reduce students’ academic burden and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issued “Opinions on Further Reducing the Homework Burden and
After-school Training Burden of Students in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hich clearly stipulates that written homework is not allowed in the low school section. This means that teachers have

more flexible time and space to carry out Chinese teaching activitie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mprove students’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and let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room. Therefore, in Chinese teaching, teachers can explore the path of Chines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low school from the aspects of preview, teaching, feedback and expansion,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good
learning habits and awarenes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develop the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Chines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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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主学习能力的含义

自主学习能力是指学生能够积极主动探索未知事物，

或对感兴趣的事物进行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的一种能力。当

前，大众习惯性将自主学习界定为学生积极主动从事与教

材及教学内容相关的学习就是自主学习。笔者认为，自主

学习指的是学生基于自身的经验借助一定的学习工具来

构建知识体系，以获得某种知识或者能力提升的过程，具

有主观能动性，它是由学生自己主动发起的一种能动活

动。自主学习既是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也是目前提

倡较多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为自

主学习能力的发展架起了桥梁[2]。

2 学生自主学习的现状

目前低学段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普遍偏低，仅有少

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能够

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究活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与教师

良性互动、主动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课余时间独立阅读

等，反之，自主性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往往被动地听老师

讲授或做练习，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较少参与到课堂互

动中、与教师互动相对缺乏、课后未认真复习学过的知识，

甚至对教师布置的活动任务置之不理。

3 低学段学生语文自主学习意识薄弱的原因

“双减”政策出台之后，给小学低学段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发展的培养带来了极大挑战。一是教师对低年级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产生松懈，对学生的教育教学仅局限

于书本内容的传授；二是教师培养低学段自主学习能力的

意识薄弱，多数教师都认为此时应该是培养学生养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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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的黄金时期，但常常只注重学生生活习惯上的一种调

整，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规范与培养。事实上，“双

减”政策要将更多的时间返还给学校老师，使老师能够更

好、更灵活地分配学生的学习，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自主

学习能力。三是家长们认知产生偏差，认为“双减”政策

的推出，完全解放了孩子的学业负担，孩子只需完成在校

课程内容的学习。把更多与孩子相处空间还给父母，让家

长在工作之余不再需要费心去辅导孩子的家庭作业，而是

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参加各种其他活动，去提升孩子的

综合能力。四是由于儿童心理发展特点所决定，低学段的

学生年龄一般为 6-9岁，身心发展尚未成熟，自主学习意

识不强，需要教师或者家长有意识地引导、培养，促使他

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随着时间的积淀把良好的学习习

惯升华成为自主学习能力，具有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意

愿。五是班级学习氛围的好坏间接影响到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强弱。学习氛围浓厚、上课纪律好的班级的学生通常

学习能力较强；反之，学习氛围散漫、上课纪律较差班级

的学生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六是家庭氛围影响低学段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高低。

4 低学段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策略

4.1学校要统筹兼顾，为教师教育教学提供支柱。

小学阶段是一个人养成良好学习态度和习惯的重要

时期，我们必须重视对小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双减”

政策明确了低学段不得布置书面作业，学校要抓住国家教

育政策所提供的大环境和课后延时服务的黄金的两个小

时，做好管理规范，为教师培养低学段学生的语文自主学

习能力保驾护航。组织教师开展语文实践创新活动，激发

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以激发学生主动探究学习意识，

并有意识地在实践活动中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让学生学会

学习。

4.2教师要诲人不倦，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提供

推力

在低学段恰当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对于教师以

后高年级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具有良好的支撑作用。引导

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态度与方法，为自主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树立科学的学习动机是促进自主学习能力形成的推

动力。教师要把握好课堂和课后相结合的方式，必须把控

好能力培养的标准，同样，提高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意识，充分发挥教师对教材、学情、课程的把握有一定的

经验与基础的优势[1]，关注学生日常生活细节和学习生

活，发现问题并纠正孩子前进的方向。

4.2.1预习可视化

教师作为“指南针”，要指导学生合理预习，将预习

成果可视化。课前预习不仅能够使课堂学习事半功倍，而

且能够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是教师进行预习任

务的布置时，很少有预习任务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

非书面形式，教师无法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去检查学生的预

习情况，从而导致在上课的过程中，认真完成预习的学生

对于课堂所学知识理解很快，而未完成预习任务的学生接

受能力显然要缓慢一些，给老师的教育教学进度造成了很

大的阻碍。此时，预习可视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例如：汉语拼音 ɑ o e的教学中，学生可以通过仿

照书本中的情境图，自己加想象、创新，将自己对于汉语

拼音的认识绘成图画，积累一本自己的汉语拼音绘本。既

能有效地激发学习语文的兴趣，还可以有效地培养他们的

自学能力。其次，可以在课堂上主动展示汉语拼音的读音，

或自己进行歌谣创编等形式。

4.2.2课堂回归学生本位

教师作为“掌舵人”，要做好课堂的整体把控，把自

主学习的指挥棒交到孩子自己的手中，让他们做自己的掌

舵人，在课堂的学习中转变学习意识，从“要我学”到“我

要学”。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对教师所教授的知识掌

握得较为迅速，自主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掌握得较慢，那

么作为教师，要及时抓住学生主体，形成生生相互促进的

良好循环模式，在巩固自学能力强的学生所学知识的同

时，促进自学能力较弱的学生学习。

例如：在声母“b p m f”教学时，学习能力强的学

生能够快速地掌握声母的发音及拼读，而学习能力较弱的

学生只能掌握发音，在声母与韵母的拼读上存在困难。此

时，教师可以将课堂主场交给学生，让学得较好的学生上

台领读，再请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上台带读。一方面能巩

固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增强自信心、树立榜样意识，增强学

习积极性；另一方面能帮助学习能力弱的同学巩固所学知

识，增强同学及教师对他的认可，推动其自主学习意识的

提升，努力成为下一个班级首位领读员。

4.2.3适当的成就奖励

教师作为评价者，课程评价要准确反映学生的语文学

习水平和学习状况，适当进行成就奖励[3]。对于低学段学

生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份知识的传授，还包括老师

的点拨与鼓励，这样才会激起孩子强烈的求知欲望。教师

要关注学生在兴趣、能力和学习基础等方面的个体差异。

课堂上，教师通过课堂互动小活动，适当的奖励的方式，

来激发学生的语文兴趣。但如果教师只是简单地将奖励交

给学生，而没有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个评定，那这样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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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是否有效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通过课堂观察，多数

情况下，教师奖励时机不恰当，使学生形成了只要回答，

无论对与错都能得到奖励的认知。便开始出现老师讲授知

识时学生不认真，当有“奖励”时，便举起小手，乱答一

通。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适当地给予成就

奖励，并且明确奖励缘由。

例如，在学习《江南》时，邀请同学进行范读，教师

可以通过言语，明确奖励与评价：“某某同学的声音响亮，

朗读节奏分明，老师要奖励她两个贴纸，一个奖励她上台

展示的勇气，一个奖励她朗读的优秀。”在学生完成某一

任务时，教师要对其进行肯定和赞扬，并将口头表扬外化

为适当的奖励，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

第二表扬要有一定的准则，不能单纯地将其看成是一种手

段，而是情感的表达。对学生的表现进行明确点评，明确

奖励的数量的同时让学生明白为什么得到如此数量的奖

励。从而让学生在课堂上养成积极回答问题，主动探索的

习惯。

4.2.4知识、活动双主线

教师作为研究者，根据教学内容以知识为主线，以活

动为支线。以学生生活为基础，语文实践活动为主线，创

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设计有意义的学习任务，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主动积累和积极探究[3]。教育心理学认为学

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的过程，通过精心组织教学内容与教学

方法可以促进儿童的学习兴趣。低年级学生正处于具体形

象思维阶段，容易被新鲜事物所吸引，教师可以依据课文

内容结合情景教学法，开展活动，让学生快速进入情境，

再通过朗读指导法，促进学生对于单韵母“ɑ”音、形、

书写的学习。

例如：在进行汉语拼音单韵母《ɑ o e》的教学时，

通过情境活动加深对拼音的读音和拼读的记忆，形成尝试

自主练读的习惯。为此，可以创设以下情境：首先语言描

述情境，教师的语言描述对学生的认知活动具有一定的导

向作用。借助多媒体，出示课文情境图，配合小溪流水的

情境音乐，伴随教师对课文情境的描述，使场景更加鲜明，

学生主观感受得到强化，引导学生说出单韵母发音“清晨

小女孩ɑ ɑ ɑ地唱歌，公鸡o o o 地打鸣，白鹅e e e的倒

影”。其次生活再现情境，从生活中选取某一场景，鲜明

地展现在学生眼前。一是根据小汽车行驶方向，将学生的

认知与知识建立联系，加强形象记忆，学习单韵母ɑ的四

声。二是通过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引导学生感受单韵

母ɑ不同声调在不同场合的选择与运用。三是通过创设单

韵母ɑ交朋友的生活情境，借助小女孩形象卡片，让学生

观察ɑ和小女孩的脸蛋及辫子的共性，通过形象思维记忆，

记住ɑ的形，通过男女分读儿歌“圆圆脸蛋扎小辫，张大

嘴巴ɑ ɑ ɑ 。”创编“女孩唱歌ɑ ɑ ɑ ，张大嘴巴ɑ ɑ ɑ”

的儿歌，读起来朗朗上口，有助于学儿歌感受韵律，记准

字母发音；创编“ɑ ɑ ɑ ，左半圆，竖右弯，两笔写成ɑ
ɑ ɑ。”的儿歌，教给学生记忆与书写单韵母ɑ的方法，

激发学生喜欢学习汉字，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

4.2.5课外延展

教师作为传授者，深入贯彻“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

可以通过课后的延时服务让学生在充满乐趣的情景中获

取知识，所以，教师应该积极响应“双减”号召，结合自

身特色开展相关活动，让课后延时服务中的教室变成一种

愉悦和放松的环境。根据学生思维发展的额特点，设计适

宜低学段学生学习主题和情境，比如：“拼音真奇妙”将

汉语拼音的学习融入到丰富多彩的游戏中，设计从课内延

伸到课外的动手与分享活动，让学生发现生活中汉语拼

音，教师也可以充分发挥现代多媒体技术，拓展语文学习

空间，提高低学段语文学习能力。

5 结语

在低年级小学课堂教学中，培养低年级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给

教师今后的教育教学提供了便利，同时对学生自我发展起

到了支持作用。教师要以“双减”政策的为导向，不断进

行探究、摸索和实践。具体到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对学生

学习过程有个总体把握，在预习、教学、反馈和拓展等方

面创新教学方法。同时要根据不同年级小学生的身心特

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探索于课堂教学、摸索于

课后服务、践行于学校生活，落实低学段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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