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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题入手引导学生探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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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文的题目就是课文的“眼睛”，它具有独特的功能和阅读的韵味。探究性学习是当前教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在新课

标准下对教师和学生提出的新要求，是一种教育观，更是一种学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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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的题目就是课文的“眼睛”，它具有独特的功能和阅

读的韵味。教学时，可从课题入手，引导学生探究性学习。

一、从课题入手引导学生探究课文写什么

教学一篇新课文，在揭示课题后，可先让学生看书，而

从课题入手，适时引导学生去探究课文可能会写什么内容，

然后再引导学生去阅读课文，验证猜想，比较发现。如教

学《新年的礼物》，在引出课题后，可让学生合上课本启发学

生想一想；根据你以往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如果让你以

《新年的礼物》为题来写，你想写一件什么样的新年礼物？礼

物送给谁？为什么要送给他（她）？你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当时的心情如何？在启发学生想想、说说后，再问学生：你

们想知道课文的作者是怎样写新年礼物的吗？那就请阅读课

文。这样从课题入手，就调动了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究的

欲望，激发了学生急于了解课文内容的兴趣而很快进入“角

色”，使学生在验证猜想，比较分析的过程中，有所发现，有

所启迪，有所收获。

二、从课题入手引导学生探究课文怎样写

有些课题本身就暗示了作者行文的思路，事情发生和发

展的线索。教学这类课文时，可从课题入手，引导学生探究

课文层次，划分课文段落。如《亡羊补牢》一课，全文五个

自然段可分为两部分，前四个自然段讲“亡羊”的事，即为

第一部分，最后一个自然段讲“补牢”的事，即为第二部分。

因此，教学时可引导学生依据课题分段；从题目看，课文可

分几段？哪几个自然段写丢羊的事？哪个自然段写修羊圈的

事？这样学生在阅读课文的基础上，就可准确地分清段落，

也使前组课文的基础训练项目“练习给课文分段”具体地落

实于教学过程之中，并将其化难为易，使学生在初学分段时，

便于理解，接受和掌握。

三、从课题入引导学生探究课文为什么写

课题中的关键词语具有揭示中心，点明主题的作用，可

谓提纲契领，画龙点睛，“牵一发而动全身”。教学时，可紧

扣课题中的关键词语，引导学生探究课文中心，深刻体会思

想感情。如《再见了，亲人》这个课题中的“亲人”是贯穿

全篇的中心词，各部分的教学都要以此为着重点和着力点来

进行。教学时可从课题入手，启发学生思考：“再见了，亲

人”这句话是谁说的？“亲人”指的是哪些人？为什么志愿

军把朝鲜人民称为“亲人”？在教学志愿军与大娘、小金花、

大嫂话别的三大自然的内容时，要使学生认识到大娘为救志

愿军伤员失去了小孙孙，小金花为救志愿军侦察员失去了妈

妈，大嫂为志愿军挖野菜失去了双腿，朝鲜人民为救助志愿

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志愿军把朝鲜人民当作“亲人”，

同时，也使学生认识到志愿军为援助朝鲜人民也付出了同样

的甚至更大的代价，所以朝鲜人民也把志愿军当作“亲人”，

从而得出中朝人民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结论，进

而概括出“中朝人民的伟大友谊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

这一中心。在此基础上，再来探究课题中的“再见”一词，

学生就能想象到志愿军与朝鲜人民那亲人“再见”时难舍难

分的感人场面和动人情景，同时又可使学生加深理解“亲人”

的含义和课文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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