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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探寻自主阅读的有效途径 
◆石  林 

（冠县斜店乡联合校  山东冠县  252526） 

 
摘要：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语文阅读自然也不例外。无疑，探寻学生自

主阅读学习的方法是提高阅读效率的有效途径。从学生预习起始，到深

入学习，根据课文材料，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形成个性学习；然后就
是精读研讨，形成师生对话，生生对话，与文本交流，通过多种形式的

品读，形成新的朗读体验和科学认知；再到整合课文，提高学生语文阅

读能力，提升语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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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无论是课程的设置还

是教学时间，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教学效果却不理想，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教师讲得多，学生活动的少，学生不能自主学
习，不能深入到文本中去，和文本对话。《语文课程标准》也明
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
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
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下面就根据自己的多年的语
文教学实践，就阅读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落实高效
课堂教学谈几点体会。 

一、预习迈出自主阅读第一步 
预习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精神和

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预习就是让学生自学课文，通过预
习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预习要求主要包括：一是自学生字新词，生字做到基本掌握，
新词能够理解字面意思和基本含义，并读通、读顺课文，大致了
解课文写了什么；二是弄清教材的常规要求，它包括课文在单元
中所处位置与地位，课文前有关预习提示内容，课后“思考•练
习”安排的大致用意；三是感知阅读课文的主体目标。这里主要
是指课文的表达顺序，作者的写作意图，这里的认识是浅显的、
概括的、粗糙的，但它是阅读认知不可缺少的；四是课外教学资
料的相关准备。它包括课文内容发生的背景及与本文相关的材料
准备，作者的生活年代等准备。如：在学习《詹天佑》一课，为
了体现詹天佑的“杰出”“爱国”，我让学生搜集当时清政府的政
治状况、中国铁路建设状况，以及当时落后的生产力，这样学生
对詹天佑的“杰出”“爱国”理解就更加深刻。 

二、在自读中通过体验探究文字 
自读探究强调的是学生的自渎，要求学生读进去，读深入。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是从课文的具体语言文字材料入手，
初步感知课文，从课文的结构关系上基本理解课文。读的时候要
紧密结合课后的“练习”和单元的重点训练项目进行，从整体上
初步把握课文；二是明确阅读目标，就是要求学生从自己的思想、
生活实际出发，对所读课文进行阅读分析，形成个性阅读，即获
得独立的认知观点、发现独特的问题、感受个性的体会。目标的
确定具有个体性、综合性和突出的个性特点，它是学生在自读探
究结束前，由教师组织并指导学生通过集体充分讨论达成的共
识。 

自读探究充分体现了学生阅读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主动性，
教师基本不讲，过程中也基本不做反复的提示与强调，只是在学
生进入与结束自读探究时略作提升与引导，并侧重在激励、诱发。
学生只要进入了阅读情境，就会在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
生与课文等诸因素间形成一种强烈的相互作用力，使学生丢开一
切顾虑和干扰，形成自渎与探究的欲望而不能自拔。学生自读中，
教师重在与学生进行心的交流，既及时给自读有困难的学生提供
必要的帮助，又不断地调整和充实教学策略，积极使教与学不断
走向优化。 

三、在精读研讨发展学生思维 
精读是学生在自读探究初步达成一般阅读目标的基础上，再

按着确定的阅读目标，把阅读指向课文的重点、难点、知识点，
研讨是变学生独立活动为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进行全方位的
集体交流活动，把学生通过有重点的反复阅读、品味和咀嚼所形

成的朗读体验与思考发现的结果及其过程展示出来，有针对性地
提供给集体分析、比较与评价，从而促进学生的思维不断从求异
走向求同，形成比较科学的认识，积累比较完善的实践经验，促
进学生的认知发展。 

精读研讨是先让学生读课文，找出表达课文思想内容的重点
句段，即捕捉重点语言文字；接着用心读这些重点句段，体会作
者是运用怎样的方法来表达思想感情的；然后交流、点拨，形成
共识；最后朗读，用声音传情，表现写法的精妙。如教学《一夜
的工作》一课，通过前两个环节的学习，体会到周总理工作劳苦、
生活俭朴，以及作者对总理的爱戴之情后，即进行领悟表达的训
练。首先让学生读书找到表现中心的句段，即写“总理办公室的
陈设”“总理的夜餐”“总理审阅稿子”及“作者在回来路上的感
想”的句段，这些句段正是在自读探究通过语言文字理解思想内
容的句段。接着让学生深度体会，总结出写“总理办公室的陈设”
“总理的夜餐”是运用写物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总理的崇敬爱戴
之情；写“总理审阅稿子”是通过叙事；写“作者在回来路上的
感想”是通过联想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这样，凭借具体的语言文
字，领悟到表达思想感情可运用写物、叙事、联想等方法。最后
再朗读，这次朗读与自读探究理解内容时的读相比，是一次飞跃，
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读。 

四、整合课文内容优化知识结构 
整读课文是通过学生预读了解、自渎理解、精读深化，从整

体到部分，层层品析、步步深入，在回到整体的阅读认知阶段。
精读研讨全文后，并不等于一篇课文阅读的结束，还要让学生的
认知从各部分具体内容再回到整篇课文，让学生经历一个梳理知
识、整合课文的过程。整读课文就是让学生把课文在全面的读一
读、想一想，从整体上反思全过程，总结自己这节课学会了什么，
知道了什么，是怎样知道的，还有什么疑问。在读中整理、思考，
形成反馈，再通过教师组织学生交流讨论、评价与强化，使阅读
教学目标全面达标，优化学生的认知结构。 

如《一夜的工作》，学生在通过具体的感性材料认识了周总
理工作劳苦、生活简朴之后，联系作者的感情，让学生联系自己
的实际，对周总理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为新中国有这样的好总
理而自豪，达到了课文目标。 

五、持续发展学生健康阅读 
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有利于调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使学生在教师的关心、期待和丰富的阅读内容中激起强烈的阅读
欲望，从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阅读。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教师应该
与学生共同阅读、讨论。教师要开展各种语文活动调动学生的阅
读兴趣，引导学生积极阅读，并给予学生解惑，使学生的阅读健
康发展下去。 

总之，学生在预习课文、感知目标的基础上，经过自读探究、
明确目标，精读研讨、落实目标，整读课文、全面达标的基础上
具备了阅读能力，又是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阅读，就能更好地
培养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落实了阅读
教学的高效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