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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葛礼俊 

（合肥市绿怡小学） 

 
摘要：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不是知识的容器。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技

能，还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自己动脑、动口、动手，才

能把知识变成学生自己的财富。教师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要善

于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让学生有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要让学生有进行深入细致思考的机会、自我体验的机会。教学中要尽

大的努力，充分地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由“要我学"转化为“我要学”、

“我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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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十余年来，今年第一次完整地承担一年级数学教学工
作。一年来，通过和低年级孩子学习、交流、反思，使我得到了
锻炼、成长和提高。对于低段孩子的学习，我有如下体会。学生
是学习的主体，不是知识的容器。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技能，
还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自己动脑、动口、动手，
才能把知识变成学生自己的财富。教师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要善于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让学生有自主学习
的时间和空间，要让学生有进行深入细致思考的机会、自我体验
的机会。教学中要尽 大的努力，充分地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
由“要我学"转化为“我要学”、“我爱学”。 

一、创设问题情境，调动学生求知欲。 
恰当的诱发性的问题情境具有两个特点：１．处在学生思维

发展水平的 近发展区，学生对其可望又可及，能刺激学生的学
习欲望；２．有一定的情趣，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创设
恰当的问题情境，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造愉快学习的乐
学气氛，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地探求知识。数学教学必须联系孩子
们的生活，如童话故事，数小动物等等。 

二、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一般来说，如果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他就会深入地、

兴致勃勃地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并且广泛地涉猎与之有关的知
识，遇到困难时表现出顽强的钻研精神。因此，要促进学生主动
学习，就必须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数学课上培养学生学习数学兴趣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和谐
融洽的师生关系、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展示数学丰富的美育因
素（如形式美、概括美、简洁美、对称美、辩证美）等，都是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极好手段。教师适时的表扬、鼓励，对学生学
习给予肯定的评价，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 

三、采取灵活多样形式，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小学生年龄小，自制力差，注意力易分散。因此在课堂教学

中，应力求形式新颖，寓教于乐，减少机械化的程序，增强学生
学习的兴趣。 

（一）教师要善于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
枯燥的事物趣味化。如色彩鲜艳的教具；新颖的谜语、故事；有
趣的教学游戏；关键处的设疑、恰当的悬念；变静为动的电化教
学等等，尽可能使学生感到新颖、新奇，具有新鲜感和吸引力，
为学生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提供物质内容和推动力。 

（二）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联系，也可以把学生
的注意力集中到要解决的问题上。因此，在教学中，对教学内容
要讲来源，讲用处，通过联系实际，解决学习、生活中的问题，
让学生感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这样学起来自然有亲切感、真实
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动机，产生学习兴趣。 

（三）用新颖有趣的教法诱发学习兴趣。如在教学“乘法的
初步认识”时，我说：“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们开展计算比赛，
比一比谁算的又对又快，接着我出示了题目：3+3+3，7+7+7+7+7，
8+8+8+8……+8（100 个 8）。看了题目以后，小朋友们马上投入
到紧张的计算比赛中去，正在兴致勃勃的把数字一个一个的加，
我却立即说出了得数。小朋友们觉得很奇怪。这时我说：“其实，
老师做加法的本领并不比你们强，只是我掌握了一种新的运算方
法，掌握了这种方法以后，算几个相同加数的加法时，速度就会

快多了。这种运算叫乘法，你们想学吗？”正是这一举措，展示
了乘法这一教学内容的内在魅力和巨大作用，无疑把学生紧紧地
吸引住了，从而诱发了学生急切学习乘法的需要和强烈的学习兴
趣。 

教学上的艺术性、形象性、趣味性，都能使学生情绪兴奋，
从而积极对待学习活动，自觉思考问题。 

四、开展适当竞赛，提高学习热情。 
适当开展竞赛，是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小学生

在竞赛条件下比在平时正常条件下往往能更加努力学习。竞赛
中，由于小学生有着很强的好胜心，总希望争第一，得到老师的
表扬，利用这种心理可以使学生学习兴趣和克服困难的毅力大
增。教学中可以组织各种比赛，如“看谁算得快又对”，“看谁的
解法多”，“比谁方法更巧妙”等，都能使学生“大显身手”。 

比赛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全班比赛；可以分男女同学比赛；
可以分小组比赛；还可以将学生按能力分组比赛，使每个学生在
各个层面上获胜的机会增加，激励的作用将会更大，参与的热情
就会更高。 

五、树立学习信心，让学生“愉悦”学习。 
当学生通过努力获得某种成功时，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学习兴

趣。教师的责任在于相机鼓励、诱导点拨、帮助学生学习获得成
功。当学生想独立的去探索某个新知时，要十分注意情绪鼓舞：
“你一定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你一定能行！”等。当学生的
学习停留于一定的水平时，要注意设“跳板”引渡，使他们成功
的到达知识的彼岸。当学生的学习活动遇到困难，特别是后进生
泄气自卑时，要特别注意给予及时的点拨诱导，使他们“跳一下
也能摘到果子吃”。这样，各种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体会到探索
的乐趣和成果，他们定会更加努力，更加主动地学习。 

总之，要使课堂气氛活跃焕发生机，就要从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入手，科学的设计学习活动，使学生不仅爱学、会学，而且
学得积极主动，学得活泼，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
变，让数学成为孩子们自觉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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