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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语文探究式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  颖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第二中学  黑龙江五常  165012） 

 
摘要：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之一便是“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方式”。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

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满足学生
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关键词：探究；教学；问题；对策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
要，它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苏霍姆
林斯基的话最好的诠释了“探究”一词。如今，教育教学中“探
究式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具体的说是指“教学过程是在老师的
启发引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现实教
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
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通
过个人，小组，集体等多种解难释疑活动，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
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 与以往的常规的课堂教学相
比，在语文教学中运用探究式学习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学生缺少探究的兴趣   
一直以来，我们的课堂教学多采用的是讲授式的教学方式，

即一般都是教师教、学生学，教师讲、学生听。长期的一贯养成， 
在语文课堂上还经常出现“填鸭式”和“满堂灌”的现象。探究
式的学习方式与接受式的学习方式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
式，因为学生与教师都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以一时很难适
应这种新课程标准中倡导的探究式学习方式，这种情况在作为探
究主体的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
往往不明白为什么要探究，探究什么，怎么探究，因此学生在语
文课堂教学中就明显地表现出不愿探究，依然是教师叫做什么就
做什么，缺少主动探究的兴趣与欲望。   

二、学生的“问题”意识不强   
探究式学习这种学习方式是真正体现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

一种教学方式，从探究式学习方式的概念中就可看出它非常强调
的是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这就要求学生主动地
提出合理恰当的问题。一个人的思维，总是从发现问题开始，不
善于思考，就很能发现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
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在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我深
刻感受到，问题意识这点在探究学习中是最关键的，而这一点恰
恰是学生身上最缺失的，他们普遍存在着对知识疑点“不问”、
“不敢问”、“不多问”、“不愿问”、“不会问”的现象。因为这一
点的缺失，探究式学习往往无法顺利进行。   

针对以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了让“探究式学习”实现教
学效益提高，结合我自己的语文课堂探究式教学的情况，，我认
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营造氛围，使学生敢于“探究”   
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之一便是“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式”。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
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
学习需求，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
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就目前语文
课堂而言，学生主动提问的现象并不多见，有的学生碍于面子，
不好意思问；有的学生胆子小，不敢问；有的尽信书本,尽信老
师；还有的惰性强，等待指示，在学习中不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
和见解。这种沉闷的教学气氛不仅严重影响着学生思维的发展，
而且影响着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为了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首
当其冲要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课堂气氛，以师生间的平等、学生
间的友好为前提,给学生“安全感”、“自由感”，使他们敢问、愿
问、爱问。教师应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学生学习的 引导者
和合作者。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状态，把
教学看成学生通过探究性活动主动构建学习的过程。改变教师单
向传授知识的教学行为，树立以活动促发展的教学观念，教师不
再是传统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支配者、教学内容的制
定者与学生成绩的评判者，而应是学习氛围的创造者，学生自主
学习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学生心理上的支持者。   

（二）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可见“问”

是培养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的切入口。只有学生有了疑问，才会
产生探究的兴趣。因此，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提出疑问，教师要
在平时的一举一动中注意帮学生树立自信，使学生怎么想就怎么
说，怎么疑就怎么问，从而使学生敢问。而且还要引导学生多问，
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乃至整个学习过程中，要求全体参与，凡事都
要问个为什么。这样，整个学习过程就成为学生质疑问难、探究
创造的过程。教师只是适当予以点拨和补充，这与老师将现成的
答案一下子“端”给学生，效果会截然相反。   

（三）让学生在探究中敢于思考，勇于创新   
探究式教学的灵魂是创新教育。创新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因为文本可以
进行多元的解读。所以老师要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从而得出与众不同的富有创意的结论。例如，在教学《愚公
移山》时，教参上明确指出本文是寓言，主要表现愚公大智若愚
的精神。可学生可能认为愚公搬家是更省事，现代移民不正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吗！如果学生有这种认识又未尝不可呢？ 

探究性学习的实施，给予了学生探索的空间，培养了学生自
主参与意识和发现问题的习惯，弘扬了自由探索的精神，给语文
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正如教育家施瓦布所说：“如果要学生学习
科学的方法，那么有什么学习比投入到探究过程中去更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