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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注重策略，让小学语文自学之花绽放 
◆张海艳 

（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实验小学  166200） 

 
摘要：语文自学能力，指的是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语文课本知识和自主阅

读课外读物，探索语文知识，培养自觉学习语文的一种习惯与能力。小

学阶段是人的初始学习阶段，教师要运用策略，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养

成自主学习语文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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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教学阶段，学生需要初步掌握阅读技巧，写作技巧，口

语表达技巧，这些技巧奠定了以后学习语文的基础。而在现今，
语文越来越受到大众的认可与重视，语文的教学时间在整体占了
很大的比重。但是即使语文教学时间非常多，知识却是无极限的，
教师的知识范围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学生需要自主探索，从而掌
握更多的知识。而且教师单纯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这种被动的学
习状态，不利于学生学习语文。因此，教师需要探讨如何运用各
种策略，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一、启发学生养成自学意识 
中国教育在传统私塾教学的影响下，多采用“填鸭式”教学

法，忽略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中心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适
当将话语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讲述自己的看法、观点。教师在启
发学生时，要从“激发学生思考”这个角度入手，提出的问题要
能够发挥学生的创新思维，适合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不能刻板，
一味地强迫学生去理解文章的中心含义[1]。例如，在教学《孔子
拜师》一文中，先让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查找关于孔子、老子
的背景资料，学术成就，在课堂上与其他学生一起分享。教师讲
述孔子拜师路途艰辛时，为了让学生更加了解，可以给学生创设
一个环境，比如说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孔子为了赶路他经历
了怎样的苦楚。让学生发挥想象力，补充下面的内容。适当转换
情景，让学生自由地阐述自身的想法，课堂氛围会变得更加融洽。
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之间有了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相比起单
独听教师的讲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思想相互碰撞，对学生来说
更加有乐趣。在学生心中，会树立起一个观点：通过自身的思考
也能够学到很多，也更加有乐趣。那么学生就初步形成一种自学
意识。 

二、建立自学语文的自信心 
中华的语言文字有着深刻的内涵，因此，学习语文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当学生有了一个意识后，开启自学的过程。在刚
开始的学习中，因为语文学科的知识结构过于复杂，可能会有学
生对自主学习语文，心生畏惧。学生受限于自身的年龄，知识结
构，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多有困难，这就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帮
助学生树立起自信心。首先，教师在课堂上始终要记得课堂是学
生的课堂，特别是对于低年龄段的学生来讲，教师不能急于教学
进度，为学生留出充分自学的时间。还需要善用教学方法，注意
到小组组合学习的利处，发挥组员间的协调配合作用，使学生意
识到自学的乐趣，才能够建立起学生自学的积极性[2]。最后，教
师要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后，提出问题，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并肯定学生的自学效果，学生会更有自信。树立自信心最关键的
一点是，一定要肯定学生，学会表扬学生，不能在课堂中直接否
定学生的想法，要保护好学生的求知心理。 

三、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自学方法 
当建立起学生自信心后，好的学习方法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教师教学不单单是传授知识，更是要将自己的教学经验转
化成教学方法教授给学生。小学阶段的学生，思维还不够成熟，
需要老师作一位指引者，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方法。好的学习方
法是进行高效自学的保证。例如，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默读习惯。
小学生自学课文是一项对学习语文非常有用的良好习惯，而默读
就是一种有效方式。默读指的是不发出声音，学生通过整体阅读
后了解文章的内容。因为小学生没有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在默
读时，思维容易从课本偏向其他地方。教师可以教授给学生良好

的默读方法是怎样做的。学生在默读时，要仔细地逐字看过去，
对生僻的字进行标注，在心中概括每个段落的大致内容进行总
结。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在进行默读时，不能只是在读，同时还要
动笔，这样学生就有了一个思考的过程。自学方法还分上课前和
上完课，默读可以算是上课前自学方法的一种。在上完课后，及
时巩固知识，也是一种自学的方法。自学知识也不能仅仅局限在
课本中，要将视野转移到课外中，比如课外读物、社会实践，从
书本中、大自然中汲取知识[3]。 

四、创设环境，师生互助 
培养自学能力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教师要学会放手，学

生要学会接手。培养自学能力，离不开教师的指引。在这一过程
中，教师帮助学生，在了解学生自学进程中总结出学生的自学能
力，从学生自学的结果中得到启发，改进教学方式，真正了解学
生内心的想法。小学语文教学不需太过严密，教师将学业的重负
强压在学生身上，学生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一个轻松自由的语文
学习环境，将会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4]。例如采用情景演绎教学
法，教师可以选择《守株待兔》这一篇文章，让学生组成小组，
一起来演绎，在实践中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教师不需要去可以
引导学生养成一种自学习惯，而是在轻松娱乐的环境下，学生感
受到其中的乐趣，就会倾向于这种学习方法。师生还可以坐在一
起，共同讨论学习成果，增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了解，规避各自
的短板与不足之处，学生能看到自身知识层次的贫瘠，教师也能
认识到自身思维的狭窄，从交流中获得收获。 

五、结束语 
对于小学生来说，自我约束能力较差，培养自学能力是一件

非常艰难的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教师需要耐心指导，细心观
察，留心学生的学习状态，不能拔苗助长，必需以语文学科的基
础知识为根基，在不同的阶段改变策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这对于学生以后学习语文也会有莫大的帮助。教师在帮
助学生的同时，增进了与学生之间的感情，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也提升了自身的教学能力。这就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共同促
进了教师与学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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