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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悟”方式在语文深度教学中的应用
匡立月

山东省日照海曲高级中学　山东　日照　276800

摘　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获得语文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生对于语文知识的建构与运用能力，而不取决于学生对于

语文知识的记忆与背诵能力。因此，高中语文要想实现深度教学，就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能够

以“自悟”的方式，实现知识的积极体验与主动建构。本文立足于高中语文教学实际，针对“自悟”方式在语文深度教学中

的应用途径与实施策略展开研究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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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教学”，指的是运用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掌握学习

与思维的方法，从而增加教学容量、提高教学效率、拓宽教

学范畴的教学模式。分析“深度教学”的内涵我们不难发现，

“深度教学”与“自悟”方式是相互呼应的，我们应该合理利

用“自悟”方式，促进深度语文课堂的构建与形成。

一、在课前预习中强化“自悟”，通过“先学后教”实
现深度教学

传统的“先教后学”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学习中习惯了

“等、靠、要”，老师教多少，学生记多少，老师讲多少，学

生会多少，老师的教案的“厚度”，就决定了学生学习的“深

度”，完全背离了深度语文教学的初衷。针对这一情况，教师

应该有意识的培养学生课前预习的习惯，并教授学生课前预

习的方法，通过“先学后教”的方式强化“自悟”，使学生养

成独立思考与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例如，在学习《再别康

桥》之前，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如下预习任务：1. 查阅资料，

了解徐志摩其人其事；2. 查阅资料，了解作者创作本诗时的

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3. 结合所查资料，研读本诗，体会诗

中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通过布置课前任务，使学生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对于徐

志摩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更清晰的认

识，从而对于诗歌所传递出来的情感有更深层次的把握，这

是单纯依靠教师的讲解无法做到的。由此可见，课前“自悟”

是构建深度语文课堂的有效方式。

二、在课前导入中鼓励“自悟”，通过“趣味导入”实
现深度教学

一段精彩的课前导入，能够起到激趣、诱思、启智等作

用，是构建深度课堂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课前导入中，教师

应该为学生的“自悟”提供机会与平台，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

下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一般来说，常见的“自悟”式课

前导入包括：问题导入、故事导入、歌曲导入、案例导入等

通过问题导入，使学生在阅读文章之前，首先针对“人

生的境界”展开思考，一方面激发了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空间，使学生通过“自悟”

的方式，使语文教学更具深度与广度。

三、在新课讲授中引导“自悟”，通过“启发点拨”实
现深度教学

新课标指导下的深度语文课堂，应该改变传统语文课堂

“填鸭式”教学方法，将知识讲解与能力训练融入到丰富多彩的

课堂活动当中，使学生在真实的语言情境中学习语文、体验语

文、应用语文，并在教师的启发与点拨下实现“自悟”。一般来

说，语文课堂常见的“自悟”式课堂活动包括：小组讨论、小

组辩论、课堂演讲、情景表演、文学鉴赏、知识竞赛等。

四、在课外阅读中促进“自悟”，通过“自主阅读”实
现深度教学

高中新课程标准中反复强调了阅读，尤其是课外阅读在

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而高中语文教师也应该借助课外阅读

这一平台，促进学生的“自读”与“自悟”，使学生通过自主

阅读来拓宽知识眼界、促进思维发展，实现语文的深度学习。

一般来说，为了使学生真正能够在课外阅读中实现“自悟”，

教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加以指导：一是加强阅读方

法指导，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精读、略读、跳读等阅读方法，

应对不同的阅读材料，提高阅读效率；二是加强阅读技巧指

导，使学生能够通过分析“三要素”体会人物性格，通过分

析文章结构理清故事脉络，通过分析构思方法体会写作风格，

通过分析写作技巧品味艺术特色…… ；三是加强阅读习惯引

导，使学生养成制定阅读计划、抄写读书笔记、书写读书心

得等习惯，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仅有“输入”，也有“沉

淀”和“产出”，从而增加课外阅读的深度和厚度。

通过课外阅读中的“自悟”，使学生对于学习、对于文

学、对于生活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为深度语文课堂

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将高中语文核心素养概

括为四个方面：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

而学生这思想能力的发展与培养，都需要通过学生“自悟”

的方式来完成。因此，本文立足于高中语文教学实际，针对

“自悟”方式在语文深度教学中的应用途径与实施策略展开研

究与讨论。力求能够合理利用“自悟”方式，促进深度语文

课堂的构建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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