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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阅读教学中自主学习方法探究 
◆李佳研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067600） 

 
摘要：阅读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和认真阅读的习

惯。为此，教师要激励学生全身心地、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

——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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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说：“学语文主要靠学生自己读书，自己领悟。”
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它不仅关系到培养学生阅
读能力和阅读习惯，且直接影响到学生认识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发
展。 

一、注重课前预习，独立寻疑，营造自主学习氛围 
良好的预习习惯对形成阅读能力，提高阅读效率，顺利地达

到目至关重要。叶老先生指出：“一篇精读教材放在面前，只要
想到这是一个凭借，要用来养成学生阅读书籍的好习惯，就自然
非教他们预习不可。”在预习中，首先要教会学生预习的方法，
初读课文时，按“导读”提示自学；深入理解课文时围绕思考练
习自学。在预习中画出重点词句，寻找出不理解之处，进行质疑，
甚至可以提出对读本本身进行怀疑、研究，就能使学生产生查阅
的动力，争论的欲望，获胜的信心。在预习中学生的质疑能营造
新的学习氛围，为课堂上深入学习做好铺垫。如《捞铁牛》，学
生提出“和尚为什么让人准备两只大船，并在船舱里装满泥沙？”
“为什么把两只船并排栓紧？”“为什么把泥沙铲到河里？”等
问题，通过课前预习研读，促进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
交叉吸引，设疑答疑，使教师变包场为导演，使学生变被动接受
为自主探索，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二、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法很多，诸如创设情境、开展竞赛、巧

设问题、电教手段的使用等等。如我在教学《黄继光》一课前，
翻阅了大量资料，写了一篇充分体现黄继光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
神的短文。当我声情并茂地读完时，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学生
也受到了老师的感染，他们怀着敬佩的心情，深刻地体会黄继光
精神的伟大，他们体会词句的那种精细程度是以前没有过的。有
了兴趣，学习内驱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产生极强的学习动机。
为此，学生能够表现出超常的勇气、毅力和智慧。但是，学生的
兴趣往往是不持久的，还需要教师注意调动学生思维的主动性。
（一）是当学生认为对课文内容理解得差不多，没有什么可想的
时候，就追问一个可以加深理解的问题。（二）是当学生思考遇
到困难时，就提出有点拨作用，能使学生豁然开朗的问题。（三）
是当学生的思维处于抑制状态，不愿意思考问题时，就提出可能
引起争论的问题，以激发他们探讨的兴趣。（四）是当学生满足
于自己能从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时，就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他们没有
想到的问题，学生有了学习兴趣，就能积极主动地学习。 

三、明确目标，创设自学情景，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意识 
在学习每篇课文之前，学习目标都能清晰地展示在学生面

前，让学生心中有数，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学生就能很主动地
进入探索学习中，自学目标的自主确立是学生主体重新构建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一刀切”地用集体自学目标取代学生
自己的自学目标，教师要精心组织学生自学的教学情景，使其自
主学习的氛围活跃。如教学《爸爸和书》,教师在上课之时兴奋
地说：“昨天大家预习了《爸爸和书》这篇课文，听说大家都有
许多感受，谁愿意把自己的最深感受说给大家听听？”。……“对
这 篇 课 文 你 最 想 学 习 的 目 标 是 什 么 ？ 你 想 用 什 么 方 法 学
习？……”同学们即联系自己的感受定下自学的目标与方法。老
师即兴请同学们按照自己的学习目标与方法开始自学。显然，全
班同学的积极性在新课一开始就被调动起来了。 

四、注重学生质疑，进行“问题教学”，培养自主探索精神 
古人云：“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有疑问，

才有学习的内驱力。人类的思维活动往往是由于要解决当前面临
的问题而引发的。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质疑问难，教师可以清楚

地知道学生有那些地方不明白，难点在什么地方，便于有针对性
地教学，减少无效劳动。对于学生来说，能够起到深入理解课文
内容、促进学生主动探究。激活学生思维及养成求知兴趣的作用
等等。教师要教给学生在何处质疑。一般来说，应在难点处、困
惑处、关键处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如在讲《加了一句话》一课
时，学生提出了“为什么课文中诗人在那木牌加了一句话呢？”
“为什么加了一句话‘春天到了’会有那么大变化呢？”等问题。
学生提出问题，谁来解疑呢？学生提出的问题让学生自己读书，
互相议论，自主探索解决，着力培养学生解疑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教学即真正达到以学生的问题不断提出为教学的开始，至学
生契而不舍地解决问题为成功的归宿，教学就十分有效和积极。 

五、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进行自主地阅读获取 
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形成阅读能力、提高阅读效率，顺利地达

到目的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阅读，既在主动，愉悦的气氛中进
行，又能在遇到问题时，排除困难，坚持达到阅读的目标。良好
的阅读习惯一旦养成，便会成为个人的宝贵财富，终生受用。教
师要十分重视对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比如《江总书记来我家》
一课，（一）是学生对江总书记不太熟悉；（二）是在灾区人民最
需要的时候、江总书记冒着瓢泼大雨来灾民家的感人场面学生没
有亲自经历。这对他们理解课文内容有一定难度。我在讲读课之
前，让学生从报刊上收集有关的资料和图片，并在课堂上充分利
用这些材料，课上得非常成功。学生有了这种习惯，对于学习其
他课文，就会主动查找相关资料，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学好课文，
也为将来收集，整理信息打下基础。 

六、注重自读感悟，讨论交流，倡导小组合作学习 
学生的独立学习，是让他们独立思考去发现去感悟。阅读，

没有学生的独立感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独立学习基础上的小
组协作学习，伙伴的交互作用，在相关内容的理解，知识意义的
主动建构具有关键的作用。阅读无非全是个人的事，特别是对小
学生来说合作学习是重要的认知策略。明代学者顾炎武说：“独
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这点说明
了合作学习的意义。学生在自读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将问题
交给学习小组讨论交流共同解疑，教师要深入各组，参与讨论，
并作必要的启示和点拨，引导学生再读书，在读中解决重难点，
把读和议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在教学《壮丽的青春》一文时，我
先让学生自己读书思考，划找归纳，在学生独立感悟欧阳海舍死
忘生的前提下，让 4 人小组自行确定内容，合作学习，设计操练，
合作为“舍死忘生的欧阳海事迹”的讲解做好准备。学生就是在
独立感悟和合作学习的探索过程中，加深理解，进行自主读书，
真正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作为语文教学的主体——阅读教学，强调的是自由、自主创
新。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有助于促进学生自主探索学习的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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