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总第 218 期） 

 1266 

教育科研 

谈谈小学生学习语文的方法 
◆李素珍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石桥小学） 

 
摘要：学习是一种复杂的认识活动。要求学生能在一定时间内，通过科

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去摄取、积累大量的知识。当然，学习也是一种艰苦

奋斗的历程，需要付出大量的脑力劳动。因此，学者极需具备钻研的精

神和坚忍不拔、顽强的意志力才能学有建树。人正所谓是：活到老，学

到老。掌握好科学的学习方法是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学

有其法，学无定法。 好的学习方法应当是科学的，又是适合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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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毛主席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

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是过河就成了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
任务也是瞎话。是啊!生活如此，工作、学习亦如此。不解决好
学习和方法的问题，学生们要想搞好学习自然也就成为了一句空
话。法国有个叫笛米尔的哲学家、数学家，他曾经说过： 有价
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看来，作为一名教者，教会学生学习的
方法远远比教会学生知识要重要得多。让学生掌握好科学的学习
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是大有用处的，那么，科学的学习方法在学习
中的作用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少走弯路。 
刘少奇同志曾说过：要学到一点东西，必须依靠自己努力，

方法也要弄对。只努力而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自认为学到
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例如：在学习中，有许多学生都存在
没有把握好科学的学习方法而被学习所累。当然，也有极少数的
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得不是很勤奋，上课好像也没有全身的投入，
可为什么却偏偏能走出好成绩呢?这让许多学生困惑着。其实，
这也跟学生们有没有掌握好学习方法是有关系。有方法的人,在
学习中显得较为轻松，完成学习任务也得心应手，在学习中也较
为省心、省时。可是，有些学生却没能掌握好学习方法，在学习
中不知所措，甚至无从下手。整天想着提高，可却怎么也提不高。
在学习路上碰到不少“钉子”。费尽苦心也不见得有收获。就这
样，勤奋再勤奋，可还是苦恼再苦恼着。渐渐地把耐心磨掉了。

后对学习也失去了信心。 
（二）掌握好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以让学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

更多的学习知识。 
学生在学习中的能力有许多。例如:阅读和观察能力听课能

力问的能力。写的能力、思维能力、复习能力、动手能力、操作
能力、记忆能力等等。例如:有些学生喜欢动手搞些小制作。孩
了们可以在制作中学会思考，遇到问题会着急去查阅资料，学习
思维可以得到提高，因此学校可以适当地布置一些动手的作业给
学生们。当然，也希望家长们能认可，不会认为学生们“不务正
业，瞎忙活”。正所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
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资治通鉴》。 

二、小学生在学习语文和生活中理应把握好哪些学习的方
法？ 

（一）小学生应该清楚什么是 基本的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是小学生认识世界的一种渠道，也是学生学习语文

时所采用的方式、手段、途径和技巧。 
基本的学习方法就是让学生掌握好学习的规律。希望学生在

学习语文的过程中，能自觉、理智地遵循规律进行学习与探究。
例如：我班的美婷、国梁、桂添等等同学就能很巧妙地安排好学
习的时间，而且学习的方法也比较科学。他们每次背诵文章的速
度都极快，这都是他们善于运用大脑进行记忆的结果。还有一些
学生，学习中懂得循序渐进；联系生活实际……他们在学习中显

得比较愉快和轻松。这些方法对每个学生学习语文都是极其有帮
助的。因此，只有要求学生掌握好了基本的学习方法，才能更有
效地学好语文的相关知识。 

（二）模仿与借鉴前人的积累加以运用和改进，是学生们学
习 直接、 可靠的途径。 

忆往矣、有多少文人雅士是踩着前人的知识沃士，创作出不
少新的、更优秀的作品。真所谓是：模仿是创新的垫脚石。例如：
宋代诗人陆游的《马上作》“杨都不遮者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
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中“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这就是从陆游诗中脱化而来的。这里的模仿不仅意境更浓，还带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模仿与借鉴又为何不可呢？而且仿
人之作,意境与格调往往还超前人。但话又说回来，模仿与借鉴
并不等同于抄袭,两者间是有区别的。 

（三）学习语文知识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可行性强的学习方法，也是极其重要

的。何为适合自己呢？例如:谈背书。有些同学喜欢把书的内容
抄写几遍，为的就是便于加深印象，从而达到背诵的目的。而有
的同学却喜欢联系生活中的某些场景或片断，从而加深对文本的
理解， 终达到背诵的目的。尽管都达到了背诵的目的，但是过
程却是不一样的；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存留在
脑海中的时间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我深信：联系生活加以理解
的背诵方法还是更为科学的。又例如：谈写作。有的同学在生活
中总能比其他同学多那么一份心，总能于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事
物，也善于全方位地审视这个世界，在文章中总能凸显一些生活
中的小清新，并且总能很理性地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而有的
同学却喜欢抛开生活 真实的一面，总喜欢幻想。在文章中谈及
的内容太“飘”，很难围绕主题谈到点子上。往往写出的文章事
与愿违，未能遂及心意。 

（四）自学对于学生们学习语文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同等起步的每个学生的原始资质是类同的，可为什么

考出不同的成绩呢？为什么有些同学在课堂上轻松听讲，而有些
同学却很难跟上老师的脚步呢？除了所谓的机灵之外，更为重要
的是个人的理解能力的“强”与 “弱”的问题。而理解力往往
又与自学能力密不可分。自学能力强的人自然对事物的理解能力
就强。这与平时自学能力的养成有关。当然，养成良好的学习品
格是学会学习的保证，而掌握自学的方法与技能也尤为重要。 

三、善于引领的教者，在学生语文学习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
的。 

1.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
教者去努力。一是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二是培养学生的逆向思
维。这两个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中能积极、主动地
去思考与实践， 终促使学生在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固有
的学习语文的思维方法。拥有学习语文的思维方法可以帮助学生
解决阅读困难的诸多问题。 

2.教者在课堂上要善于抓住学生散发出来的亮点、多点挖掘
隐藏在学生心灵深处的潜能，鼓励学生勇于想象、大胆想象，用
异想天开的独特思维去发现世界的新视角。只有这样，学生才能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创作的“活水”。 
3.教者还要鼓励学生学会反方向思考问题，很多学生不爱动脑，
在学习上一碰到困难就止步不前，好一些的情况或许还能问问人
和翻翻参考书，但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会严重阻碍学生们
的动脑习惯，从而导致学习水平的滞前。其实，每个学生都是一
块还未打磨的玉石，只有平时养成动脑的习惯，才能滋生出一种
创新的能力。例如：让学生们拿“如果...就...”造句，肯定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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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同学都会写下：“如果明天下雨，秋游就会被取消”。“小学生
的年龄尚小，积累匮乏、加上学习经验缺乏，在学习中以无意注
意为主，他们极易被感兴趣的内容所吸引，往往凭兴趣去认识事
物或被表象所迷惑。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叫着在教学中可以创设一个个能激发学生好奇心和
兴趣的语言学习环境，借用文本中亮点、趣点、引发学生的探索
兴趣，教者就这样为学生自主参与语文的学习和探索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求知是人的本性。”好奇、好问更
是学生应有的天性，是学生们萌发出创新能力的源泉。只有对事
物好奇，才会去思考和探索，逐步发展为创新或者是创造的能力。
作为教者的我们应特别珍惜学生们萌发出来的好奇心，善于发现
学生萌发出智慧的星星之火，采用“助燃”方式，鼓励学生勇于
提问，并引导学生主动去思考，大胆去想象，随时随地都不忘用
所学的语文知识去创造，善于发现事物的本质特征，不断地探索
大自然神秘莫测的变化规律，利用大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 

看来啊！作为 21 世纪的新型教师。在知识结构上应该专业、

博学兼顾；内心修炼上必须强化，自身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个人特质上应具有强烈求知欲望和钻研教材的精神，在语文教学
中，教者要养成对学生多提问的好习惯;在科研能力上要循序渐
进,厚积薄发；追求真理方面教者理应有超人的见解和坚忍不拔
的品质。对待学习困难的学生不要轻易放手，要对学习困难的学
生多点包容、多点理解、多点关爱、多点鼓励，必要时对他们伸
出援助之手。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定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符合新
时代的复合型人才。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于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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