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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 
◆张志永 

（济南市南山区柳埠闫家小学） 

 
摘要：语文自学能力是激发小学生主体性的有效途径之一，是一种不可
或缺的重要能力。笔者在教学实践中，从自学方法、自学习惯和自学动
机三方面入手培养小学生的自学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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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小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儿童去
使用工具，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就是借助这个工具去掌握知识
的。”苏霍姆林斯基说的这个工具就是教给儿童学习的方法，即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小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对于激发儿童
的主体意识、增强儿童的学习能力和提高儿童的学习效率等方面
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是，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学一直存在着
“重教法轻学法”、“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这不仅导致学生学
习方法匮乏，更严重的是导致学生的自学能力低下，以致于许多
学生一旦离开教师便不知如何学习。因此，广大小学语文教师必
须转变教学观念，将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放在教学工作的首位。 

一、教给正确的自学方法 
正确的自学方法是培养小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基础。其最大

的特点是学习需要教师“安排”，属于典型的“任务驱动型”。因
此，教给学生自学的方法是培养自学能力的关键。首先，指导学
生做好课前预习。预习是培养自学能力的重要措施，故教师不仅
要备好预习课，而且要具体指导好学生如何做预习。具体做法如
下：首先，在上新课之前以书面作业的形式进行自学，主要内容
有：朗诵课文二至三遍，数一数有几个自然段；把本课中你不认
识的字词摘抄下来，利用工具书给生字注音，给生词释义；课文
各段落是按什么顺序串联起来的，即课文的写作顺序是什么；课
文主要告诉了我们什么及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在学习中你没
弄懂的问题是什么，写下来与次日同学交流交流；关于这篇课文
你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在上课时教师要用一节课的时间
对学生的预习作业进行点评，并对典型问题进行讨论、交流。最
后，教师再对此次预习作业进行总结，对认真的同学及时给予表
扬。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布置预习作业时应根据不同的课文类型
给出不同的自学提示及要求，尽量是预习作业形式多样、生动活
泼，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检查预习作业时应重点放
在认真程度和习惯的养成上而不是正确率上；在预习作业的评价
上应以正面肯定为主，注意维持学生的较高的学习动机水平。其
次，训练学生掌握自学步骤。对于课文的自学可以采用“四步阅
读法”进行：第一步，初读课文，整体感知。一方面读通读顺，
划出生字生词；另一方面弄清记叙文的“六要素”。第二步，再
读课文，复述大意。理解课文的组织方式，了解个段落间的关系。
第三步，品读深入，重点领悟。找出课文的重点部分反复品读，
理解作者的写作方法。第四步，设问答疑，拓展延伸。逐步解开
在阅读过程中的产生的疑问，进一步了解思想主旨。这是由整体
到局部，再到整体的总分总式的阅读模式，它教会学生由浅入深
逐层深入地阅读和理解课文，不仅会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也会对其学习方式的转变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要求学生
做到读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两千多年
前就深刻地认识到了学习与思考的关系。小学生在阅读时往往是
读归读，写归写，想归想，读书不拿笔现象十分普遍，没有养成
边读边想的良好习惯。因此，语文教师要督促学生做到不动笔不
读书，养成读思结合的好习惯。 

二、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 
良好的自学习惯是培养小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关键。新颁布

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字要规规矩矩地写，课文要
仔仔细细地读，练习要踏踏实实地做，作业要认认真真地完成”。
良好的自学习惯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会使人终身受
益。小学生的语文自学习惯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培养
良好的作业习惯。良好的作业习惯包括：先复习后作业的习惯，
即教育学生在做作业之前先复习所学知识，然后再做作业；独立
完成作业的习惯，即反复告诫学生作业是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运
用，因此不可抄袭别人的作业，不能不懂就问，不能知难就退；
专心做作业的习惯。很多小学生在作业时不太专心，在作业的过
程中经常伴随其他活动如边看电视边做作业、边吃零食边做作业
等。这种不良行为不仅直接导致学习效率低下，久而久之形成习
惯后还会导致学习分心、错误百出。教育学生专心作业在家庭环

境日趋复杂的今天极有必要；做完检查的习惯，即做完作业之后
及时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改正错误，可以培养
学生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五是按时交作业的习惯。第二，养成
记笔记的习惯。第三，培养使用工具书的习惯。学生的自学不限
于课堂内，大量的还是课外自学，各种工具书和资料就是他们最
好的助手。因此，教师要教会学生利用各种工具书如字典、网络
和资料进行学习的能力。 

三、激发高水平的自学动机 
教师要注意激发小学生高水平的自学动机能促使学生克服

学习中的困难，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激发高水平的学
校动机教师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激发学习兴趣。学习
是一个艰辛而枯燥的过程，尤其是自学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是因为一则自学既无教师的辅导无同伴的帮助，二则在面对现
代如此多的娱乐媒体静下心来自学的却需要较强的意志力和自
我控制力。爱因斯坦说过“兴趣和爱好是学习的最好老师，最大
动力”。一方面教师要在学习形式上下激发学生兴趣，如布置自
主探究性和活动性作业；另一方面要学习内容上激发学生兴趣，
如作业可以是背诵、收集资料、实地调查等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兴
趣。在其次，提高志向水平。教师要以榜样和英雄人物的力量来
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让学生体验成功愉悦来维持他们的志
向水平。最后，建立激励机制。小学生的学习动机受外部因素如
教师的表扬、家长的赞许、同伴的尊重等精神方面的影响较大。 

课堂是教师对学生进行自学指导的主阵地，因此，教师要紧
紧抓住这个阵地，结合教材内容。把科学的自学方法教给学生，
使他们逐步掌握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
教师可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以下自学语文的方法： 

（一）精读与浏览。一般地说，小学生的教科书中的重要部
分应该精读，不仅要了解课文大意，还要深刻理解课文所阐述的
基本原理，经过自己消化理解以后要能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最
后还要区分出需要背诵记忆的部分和需要学会应用的部分，并努
力达到记忆和运用的要求。小学生经常阅读的报刊、童话故事、
人物传记、科普读物、优秀作文等课外读物，可采用浏览的方法，
但对其中学生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可适当采用精读的方法，
作点摘录，写点心得。 

（二）新旧联系，温故知新的方法。各门知识、各种能力都
是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自成为一个系统的。人们要从
各门知识自身的前后联系中去掌握它，要从各种能力的基本能力
与复杂能力的联系中去掌握它。这就需要建立新旧联系的学习观
念，需要树立温故知新的学习观念。 

（三）质疑法：这种方法指的是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边
读边质疑、释疑，使学习成为自我“生疑—知疑—释疑”的矛盾
转化质疑的要领，即质疑的内容必须是文章的重点和难点，质疑
学习可以锻炼学生的意志力，促使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探索精
神；  

（四）文章类型学习法：就是根据不同的文章类型，教授学
生具体的学习方法：1、写人文章的学习，主要是通过抓人物的
语言、动作、神态、心理去理解人物形象；2、记事文章的学习，
主要是在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基础上，认识事情所反映的意义；
3、写景状物的文章的学习，主要通过抓数量、形状、功能等方
面去把握事物的本质特点。 

（五）做读书笔记。做读书笔记可以帮助学生专心读书、加
深理解、锻炼思维能力，还可以积累有用的资料。小学生常用的
读书笔记形式主要有书面笔记和摘录笔记两种，有时也用列提
纲、写概要、写心得等形式。 

小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既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又是
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需要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耐心地进行方法上
的指导，在课外作业中严格地进行习惯上的训练，只有坚持不懈
的努力才能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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