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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叶圣陶先生也说:“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这就

是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 

在基础教育语文课程体系中，每一单元都安排有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如果说讲读课文

是学方法，那么自读课文就是用方法了。只有重视自读课的教学,才能使学生把讲读课中学

到的方法迁移运用到自读课中。初中语文自读课文的设计与指导，必须落实语文学科素养，

以学生的“自读”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学习精神, 让学生把在讲读课中学到的知识加以灵活

运用，从而达到拓宽视野和形成能力的作用。 

在自读课文的教学中，教师妥善利用旁批和提示，对于学生理解自读课文大有益处。那

教师究竟应如何利用旁批开展教学呢，首先应从旁批和提示入手。  

一、认识旁批和提示  

（一）认识旁批 

自读课文的旁批针对课文的关键之处、文笔精华以及写作技法等做精要点评，或以问题

的形式呈现。旁批的内容丰富多样： 

一是指向文章的情感。 

如七年级上册泰戈尔的《金色花》中的“‘我’变成一朵金色花，跟妈妈玩起了‘躲猫

猫’，只是为了好玩吗？”这处旁批让学生思考到“我”对妈妈的爱。 

二是点明文章中心。 

如七年级上册海伦·凯勒的《再塑生命的人》第二处旁批“启示真理，给‘我’以爱—

—莎莉文老师再塑‘我’生命的两个支点。”这处旁批提示主题。 

三是梳理文章脉络或内容。 

七年级下册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五处旁批，分别是对该文五段内容的梳理与概括。 

四是提示文段作用。 

如九年级上册《刘姥姥进大观园》中“此处设置悬念：他们会如何拿刘姥姥‘取个笑儿’

呢？”这处旁批直接提示这段作用，让学生带着问题往下读。 

五是赏析句子或词语。 

如八年级下册利奥波德的《大雁归来》中“怎样理解随后一句话的含义？”“‘赌注’一

词有什么特殊意味？”这两处批注提出问题，叫学生去理解赏析句子。 

六是揭示语言特点。 

如七年级上册冰心的《荷叶·母亲》中“注意品味文章语言的清新典雅。”这处批注提

示文章语言的特点。 

（二）认识阅读提示 

如九上《精神的三间小屋》，课文后面的阅读提示第一段是这样的：“我们常把人的心灵

比喻为天空、大海、以形容它的广阔。这篇文章选择的比喻则更贴近日常经验：一般家庭，

住上三居室，算是有了容身之所。那我们的心灵是否也需要活动的空间呢？在精神上中，我

们是否也需要有三间小屋，可以盛下情感、事业、和我们自身？……”第一段提示告诉我们

这篇文章的内容。 

阅读提示的第二段“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读课文……想一想，作为一个忙碌的现代人，

我们该如何构建自己的精神空间？同学之间讨论。”这段提示引导同学们怎样读课文，要求

学生要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  

    二、使用旁批和提示   

（一）旁批与单元导读、阅读提示结合 



编者在设置旁批时，并不是随意而毫无章法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教学顺序排列，并与单

元导读、阅读提示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七年级下册第十一课《台阶》一文中，第一处“起笔

引人思考，父亲为什么‘总’有这样的感觉？”以及第二处“如此详写父亲洗脚，是要表现

什么？”这两处旁批就与单元导读有关，从详略安排上、课文的开头、特别之处寻找关键语

句进行熟读精思。第三处“台阶的高低象征着地位的不同，所以父亲总说‘我们家的台阶低’。

你怎样理解这种心态？”和第四处“摇晃的树枝，摇不散的目光。想想父亲此时的心理。”

这两处则是与课前阅读提示相关，从细节描写分析人物形象，揣摩人物心理。这样那个面对

生活不屈不挠、执着而坚韧的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便跃然纸上。 

又如《再塑生命的人》一文，阅读提示中提到，“可以清楚地把握莎莉文老师高超的教

育艺术和‘再塑’‘我’生命的过程”。纵观全文，莎莉文老师高超的教育艺术在文中表现为

以真理与爱为支点，帮助苦恼、无助、茫然、渴望光明的海伦。她一切举动的出发点是关爱

与理解——莎莉文老师在童年到少年的一段时光处于近乎失明的状态，她更能理解海伦，也

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帮助海伦走出困境。而文中展现“我”心理感受的抒情议论句，通过前后

对比，将“我”的改变以及“我”对莎莉文老师的感激之情表达得含蓄而真挚。通过理解阅

读提示中的关键句，学生能较好地感受这两种相互的情感。这正切合了单元学习目标“感受

友谊和爱”。 

（二）对比不同文体的旁批和阅读提示 

不同文体的文章，旁批注重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阅读课文旁批时，教师还可提醒学生

对比不同文体的旁批内容。 

比如《荷叶·母亲》是一首散文诗，教材是从写法、语言、作者感受三方面旁批的。明

确了旁批内容后，可以要求学生再自读文章，根据旁批去思考，随时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如我提示学生根据第一个旁批：“这里为什么要插叙与故乡园里的莲花有关的往事？”来品

读下文的莲花。通过对这个旁批的思考，学生渐渐地悟出了花与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

红莲就是女儿的形象，荷叶就是母亲的形象，学生也很自然地把握了本文歌颂母爱的主题。 

而《走一步，再走一步》是一篇小说，旁批有“交代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埋下伏笔。”

“进退两难，孤立无援，心理描写细腻、真实。”“爸爸为什么让我先迈一小步？”等大多是

从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角度旁批的。这样一对比，学生就明白了散文诗和小说的旁批在侧重

点上是不同的。阅读散文诗，是要体会作者含蓄的情感表达，而阅读小说则要着重关注小说

的情节、人物和主题。 

三、自写旁批和提示  

阅读过程中学生随时可以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既可对文章已有的旁批尝试仿写，也可

以大胆补充旁批和提示，从而对文章深入思考，更好地把握文章的内容和情感。 

（一）尝试仿写旁批和提示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在自读课堂上，教师充当“引领者”，在教学活动中加入让学

生仿写旁批的环节，会让学生亲近文本，学会享受阅读。如教师在上《雨的四季》这篇文章

时，因为该篇课文的旁批比较全面，就可让学生选择喜欢的角度进行模仿和补写旁批，再通

过小组讨论推荐最佳旁批进行分享。比如第三处旁批“春雨‘洗淋万物，夏雨却‘浇灌万物，

准确写出雨的不同特点。”可让学生在通过自主阅读、讨论的基础上，对后面内容进行仿写，

学生只要能仿写出与旁批大致意思相同即可，如可仿写成: “准确写出了春雨的细腻，夏雨

的粗犷。”又比如第四处“凄冷的秋雨为什么能‘纯净’人们的灵魂呢？”是针对文中句子

“你只会感到……开阔的大地。”的理解。在仿写时，学生必须先解决所仿旁批的问题，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强对内容的理解。 

（二）大胆补充旁批和提示 

当看到《再塑生命的人》这个标题时，学生可以提出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如：①谁为谁



再塑生命？②为什么生命要“再塑”？③怎样再塑生命？④被再塑的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⑤被再塑的人对再塑生命的人有怎样的情感？⑥生命再塑的意义是什么？在预习时学生可

以将这些问题作为批注写在课文旁边，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书。教师和学生共同梳理这些问题，

并将关键词语板书在黑板上，这使学生更能理清文章思路。 

总之，“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作为教师，必须发挥“导”的作用，在自读课堂教学

中，指导学生利用好旁批和提示，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发挥自读课文的作用，真正把

语文核心素养落到实处。且琢且磨，用好旁批，上好自读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