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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意识，实现课堂自主学习 
◆王艳英 

（易门县小街乡中心小学） 

 
摘要：自主学习是指“学习主体有明显的学习目标，对学习内容和学习

过程具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映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是就学习过程的内在

品质而言的，它相对的是被动学习、机械学习；它是在教师指导下的以

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机，

并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从而

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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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中指出，“动手实践、自主探索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由于每个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家庭背景和自身的思维方式不
同，因此开展自主学习，能够促进知识的建构，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意识，给每一个学生创造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的机会，促进学
生的个性发展。那么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如何使学生对语文进
行自主学习呢？我认为： 

一、创设主动参与的情境，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和求知
欲望 

1、创设问题情境，开启学生思维活动。 
兴趣和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兴趣引导发现问题，问题可以激

发兴趣。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发明千千万万，起
点是一问”。因此，创设问题情境，是培养学生兴趣的一种重要
方式。引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供给孩子自主学习的机会，
让他们在“自由”中品味自主学习给他们带来的成功，在乐学中
学会自主。教师应紧密联系教学实际，深入钻研教材。从教材中
发掘出有一定思考价值的知识内容，将其设计转化为问题情境，
以触发学生的学习兴奋点。如《滴水穿石的启示》中，水滴是如
何把坚硬的石块滴穿的？为什么雨滴不能够把石块滴穿？滴水
穿石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通过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分析、引
导、讨论，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兴趣、乐趣，体现了以教师为指
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与学的关系，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
激发了学生的探索心理，开启了学生的思维活动。 

2、创设合作的情境。 
教师在教学中要创设自主合作的学习情境，使学生在合作的

环境下，培养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学生的思维。让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人，进入了角色，学习兴趣自然就浓烈起来。有了兴趣，学
生就会自主去探究学习。所以教师就必须为学生创设合作的情
境，让学生进入角色，拓展思维，提高学生学习能力，从而提高
自主学习的效果。在班级授课制下，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小组
合作学习”的作用，小组合作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合作能力，实
现差异互补，改善学生的人际关系，加强学生的学习语文的兴趣，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质量。例如：我们可以让全班同学每四个人
划分为一个学习小组，许多学习活动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强调小
组内各个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及角色的转换。在进行问题的讨
论前，各小组需要确定一名主持者，一名记录者，一名发言者。
讨论时，各个成员独立思考，积极参与发言，成员之间共同探讨，
互相合作，主持的同学全面负责；纪录的同学还要负责把各成员
的发言进行归纳总结，并记录下来;发言的同学负责把全组的讨
论结果和其他的小组进行交流，每位小组成员都要轮流尝试不同
的角色。学生有参与合作的情境，有了表演的机会，那学生的学
习兴趣就来了，就会主动参与探讨，自主开动脑筋，自动搜索资
料，为参与做准备，那么一来，学生就能慢慢地在合作参与大情
境中掌握学习的技巧，培养了自主学习的习惯因而教师要针对特
定学习内容，选择最适合的教学形式，创设合作的情境，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3、分角色朗读表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朗读是上语文课的主要方法，分角色朗读对话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生能从人物言语间感受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
显现在脑海中，更好地理解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作用。比如：教
学《林冲棒打洪教头》时，要学生扮演人物分角色朗读表演，学
生从朗读表演中了解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形象，从而了解这个
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学生朗读过程中，学生笑声不断，学生学习
的兴趣就被调动起来了。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习成为学生的自觉意识 
1、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预习复习必不可少。 
课前预习是课堂教学的准备，能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能使

课堂教学顺利进行，能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指导课前预习，我主张从“读、查、思、写”四方面进行。
每一方面向学生都提出明细要求。“读”，包括诵读课文、生字注
音、疏通句子、感知课文内容、动笔进行勾画圈点，提出疑问。
“查”，即查工具书和有关资料、释词、析词、参阅课文后的作
家卡片，明了写作背景等。“思”，分为析句、统篇，思考目标提
出的要求，作者的写作意图、试解课后的习题、在课文中标出与
答案有关的语句等。“写”，主要是写写自己对读课文的总体感受，
或在预习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和困惑等。 

课后及时复习则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是对所传授新知识的巩
固过程，能有效地巩固新知识，能把所学的知识系统化，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为教师反馈一定的信息。激发课后求知，
学无止境，课后是学生整理知识、形成知识积淀的过程，也是学
生进一步拓展学习的过程。例如：学习了描写秋天的古诗，还有
哪些写秋景的诗句，课后找来读读背背……带着问题走出课堂，
激起学生探究、求知的欲望，一定会使学生的自学能力，学习积
累都在原有的发展维度中更上一层楼。 

课前预习和课后及时复习是整个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
节和步骤，是向 40 分钟要质量的重要环节。教师一旦使学生养
成了自觉地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及时复习的良好习惯，教学质量
一定会得到提高。预习抓得好，学生学的主动，复习抓得好，学
生对所学的知识就会得到系统而牢固的掌握。在教学中，坚持抓
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及时复习这两个环节，受益匪浅。 

2、培养学生良好的听课习惯 
听讲是学生学习的中心环节，是学生获取知识、发展智能的

主要途径。因此，养成专心听讲的习惯，是学生掌握学习内容的
关键。一些学生之所以没学好、成绩差，其原因大多是由于没有
做到专心听讲。所以，教师应该让学生清楚：要想提高听课效率，
必须集中精力，全神贯注，认真观察，积极思考，眼、耳、手、
脑并用。要教给他们听课的方法，要眼看、耳听、手记、大脑想，
声声入耳，字字入心，做到“坐得住、盯得紧、听得进、记得牢”。 
而语文、主要学习字、词、句、篇等基本知识，是通过听说读写
来提高表达能力的。因此，在语文课上则要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
认真地听，大胆地说，积极地读和写，以加强对语言文字的感知
和运用。 

总之，自主学习是主体教育思想在教学领域的反映，我们只
有把语文课堂教学建立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自主
学习的潜能，积极促进学生学习形式的改变，激励学生主动参与，
主动实践，主动思考，主动探索，主动创造，才能全面提高学生
的素质，才能使语文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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