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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新课程理念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张正虹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沛城镇李集小学  221600） 

 
摘要：学生的全面发展始终是教育追求的理想，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

深入，教师越来越重视从教学理念、教学行为、教学评价、学习方式等

方面进行变革。新旧思想的碰撞，传统理念和时代理念的交融，对新课
程标准理解的偏差，使许多一线教师产生了困惑:究竟怎样教才符合新课

程理念?怎样教更有利于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怎样教更有利于学生发展

能力?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课程改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
转变，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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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式，即通过创设真实生动的情境，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通过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进
行积极的自主探索；通过有价值的提问，启发学生思考，自主领
悟新知；通过指导多种训练，促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调控，
让课堂“活”起来，使学生生动起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是当前我们教师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人结合实际教学，谈
谈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几点做法。 

一、引导学习兴趣，激发自主学习 
兴趣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积极认识倾向，是一种复杂的个

性品质，它推动人去探求新的知识，发展新的能力。 
老师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要了解学生对哪门功课感兴

趣，对哪门功课不感兴趣。平时常常听到一些家长感叹道：“我
们的孩子一学数学就头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
人根据多年教学实践观察，学生对某一门功课是否感兴趣，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比如有的孩子喜欢学习数
学，平时都是好不费力地解答数学题，并且成绩比较好，与此相
联系的是经常得到教师和父母的夸奖，也相应地巩固了他对这门
功课的学习热情。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要在课前充分做好准备工作，把
每一堂课讲生动，让学生学懂弄通，使其对你所讲授的课程感兴
趣。同时还要注意巩固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有了进步及时
给以表扬，不断激励求知欲，从而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例如：在教学“圆的周长”一课时，在测量圆的周长时，从
学生以前所接触的平面图形都是能用直尺准确量出它的周长，而
对测量闭合曲线是件新鲜事，教师根据学生的兴趣点安排教学活
动。先问学生：“在学习正方形、长方形时，可以用直尺直接测
量出它们的周长，而圆的周长是一条封闭曲线，怎样测出它的周
长呢？你们可用直尺和布条去测量，让学生去实验桌上的几个圆
的周长，有几种测法？大家实验一下。”倾刻，课堂是人人参与，
你搞那个实验，我搞这个实验，气氛十分活跃，之后，大家纷纷
发表自己的实验结果。有的说：“我是用滚动办法测出这几个圆
的周长”，有的说：“我认为滚动的方法有它的局限性，假使遇到
无法滚动的圆，我想还是用绳测的方法比较好”，教师先肯定他
们的思维方法，然后因势利导，提出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一个
实验：用细绳的一端系着纽扣，手拿细绳的另一端，绕动细绳，
纽扣在空中划出一个圆。“象这个圆你能用绳测、滚动的办法量
出它的周长吗？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求圆的周长的普遍规律
呢？”接着，电脑演示两个大小不同的圆，在同一圆旋转一周后
留下的痕迹。“你们看到的圆的周长的长短与谁有关系？有什么
关系？”大家再实验，直至得出：圆的周长是直径的π倍。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教师重视激发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很
好地掌握了知识，促进知识内化。 

二、营造探索氛围，激励自主探索 
要真正让学生自主地参与探索学习并获得不同的发展，就必

须营造一种自由的轻松的开放的探索氛围，促进学生去探究、去
发现、去“再创造”。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尽量做到多
让学生去做，例如：新知识让学生主动探索；课本让学生自学；
难点和疑点让学生讨论；问题让学生思考；结论让学生概括；规

律让学生发现；知识结构让学生构建；在引导 学生探索时，教
师要注意树立学生的信心，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学会数学，要鼓
励学生大胆猜测、质疑问难、发表不同的意见；让学生尝试操作，
先做先为，自己决定探索方向，要诱导联想，捕捉灵感，在激励
学生自主探索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扬教学民主，始终以学生
组织者的身份出现，为学生提供自我探索、自我创造、自我表现
和自我实现的空间。 

三、挖掘认知潜能，推动自主探索 
学生的认知结构既包括已掌握的知识，也包括学生在生活中

获得的一些经验。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认知内容的需要创设一
定的问题情境，充分挖掘学生已有的经验，形成新旧知识的联系，
使模糊的认识明朗化，具体的对象概括化，成为学习新知中可利
用的认知条件，这不仅利于学生主动投入到对问题的探究之中，
同时也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挥。 

例如：在教学“能被 3 整除的数的特征”时，我让学生凭借
已有知识报出了一些是 3 的倍数的数，然后把其中一些多位数的
各个数位上的数字交换位置，例如：327→372，732→723，273
→237，让学生检验变换后的各数还是不是 3 的倍数。学生惊奇
地发现：“奇怪，怎么和原来的数一样，个个都是 3 的倍数呢？”
“新数和原数间有什么联系？这里面有什么奥秘？”一石激起千
层浪，学生的兴奋点转移到教师提供的新知背景中，此时学生强
烈的求知欲望，已成为一种求知的“自我需要”，产生了“愤”
“悱”的强烈情绪，便会主动深入探究，并从相互联系中概括出
“能被 3 整除数的特征”。学生动脑思考后概括出和的知识结构
不仅促进了学生认知的深化，而且还从中挖掘了学生认知潜力，
促进了学生思维的主动发展，推动学生自主探索。 

总之，我认为在教学中实行自主性学习，就是要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作用，营造一个民主、团结的氛围。就像陶行知先生
的主张：把学生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
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
嘴，使他能谈；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更
丰富的学问；解放他的时间，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
学一点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因此，
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的独立发展，不必强求全体学生一致，使每
个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在教学中，让学生自始至终地主动参与教
学的全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不仅能促进课堂
教学的优化，也有利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