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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读课文作为初中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当给予其关注

并重视，好的自读课文教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促进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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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自读课文？

一般情况下课文分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两种，讲读课文是教

学大纲中要求老师必须在课堂上要讲给学生的文章，是教学中的

重点篇目。自读课文是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在课内或课外自我阅

读的文章，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不讲，但要帮助学生解答疑惑，是

教学中的非重点篇目。带有*的是略读课文也就是自读课文。自读

课文是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培养其高尚的品格和道德

情感的有效途径。初中语文教材中自读课文篇目不少，自读课文

在初中人教版六册书中共有 78课 86篇，占全篇目的 49%。其内

容丰富，体裁各异，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寓言、童话、

演讲稿等，古今中外的名家作品也较多。学生可以通过在讲读课

文学习到的语文学习方法，在自读课文上去运用、实践；也可以

针对自读课文有专门的学习方法。

二、自读课文的重要性

自读课文虽然是教师在课堂上很少重视的篇目，但是自读课

文在语文教学中是必不可少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论述它的重



要性。

（一）学习自读课文，能够有利于学生的主动学习。

我们在教学时，往往会重点关注中考可能会考到的篇目。对

于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课文，可能会一笔带过，但是自读课文在

日常的教学活动当中时必不可少的。在教读课文学习时，一般都

是老师作为主导，学生作为主体，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虽然也贯

彻了双方都要进行主动学习的概念，但更多的是学生直接接收来

自老师的知识，而并没有去进行主动学习。那我们让学生自行去

进行自读课文的学习，其实就是学生主动去探索文本和获取知识

的过程，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取到了学习的成就感，那么提

升学生的主动性就不在话下了。

（二）学习自读课文，有利于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

平常像我们学习教读课文时，学生在进行归纳和总结往往是

靠老师的一种引导，如果老师不提示，学生始终不会自行归纳，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等待来自老师的知识灌输，没有表达自己思

维的可能。那么，在学习自读课文的时候，因为有旁批以及后面

阅读提示，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些方面进行一个自行的

归纳，比如说段落大意、情感变化和中心思想等，而且在在学习

的过程中，学生还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比如学生在看到某一

段话、某一个细节描写时，可以得到自己独特的感受，可以赏析

到作者不同的情感，增强对文本的归纳总结能力。

（三）学习自读课文，有利于提升学习的提取能力。

学生在学习时，总是存在着马虎初心的问题。在阅读文本的

时候，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问题会看花眼，比如提问的是正确的



一项是什么的时候，总有学生看到不正确的就开始选择。学生在

学习自读课文的时候，会进行沉浸式的阅读，对于提升学生的专

注能力有很大的提升，那么学生的提取能力也会大幅度地提升。

（四）学习自读课文，有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得语文者，得天下”，这并不是一句空话。随着社会的变革，

每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就拿中考来说，首先语文的阅

读量十分的大，如果学生不能很快得阅读完文本并提取信息，那

么可能连题都做不完，何来优秀的成绩呢？其次，历史、地理和

政治这样的文科科目，对阅读的要求也越来越大，而且很多题干

都要求学生必须要拥有归纳总结的能力。最后，连数理化这样的

理科学科，他们的题干也是有着数不清的陷阱，如果学生的阅读

能力不够强，可能就会与正确答案失之交臂，岂不令人可惜。而

且，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过程，建立一个让学生学会

自主学习的体系才是重中之重的，而自读课文正式这样的一个载

体。

三、如何进行自读课文的学习

对于如何学习自读课文，肯定不能再像教读课文那样，学生

进行大概的预习就可以了，而是要掌握一种比较长久的方法去进

行学习，对于如何学习自读课文，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的见

解。

（一）注重自主性

自读、自读，顾名思义就是自己读。但是这个自己读并不是

让老师自己读，而是学生读。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只有让学生

真正对热爱阅读，主动阅读，才能够让阅读卓有成效。怎么样才



能够让学生拥有自主阅读呢？第一步，老师一定不能够去干涉学

生的阅读，比如说当学生在阅读某一篇科目的时候，我们不能够

去马上干涉学生说不行，你选择的篇目是不对的，这篇文章并不

是重点，这样不仅会打击学生的自信，也会让学生觉得阅读带有

功利性。那么，他就不会对阅读产生长久的兴趣，当没有老师的

任务时，他不会自主地阅读文章。其次，也不能够直接对学生说，

你这样的学习方法是错误的，你得出了结论也是错误的，如果我

们一直打击学生，那么，学生对于语文的自主学习，他是抱有很

低的希望的，他总是觉得在语文学习中获得不了成就感。那这样

的话，自主阅读是无法培养的。所以我们一定给学生自行选择的

空间，并且当学生在面对困难或有错误产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

盲目的去批评或者是急忙指出他的错误，而是应该问他为什么从

这个方面去进行理解，你觉得还有那些思路？这样的话，才能够

让学生慢慢的产生对学习的阅读兴趣，而且最后达到能够自主的

去进行学习。

（二）教授自读方法

读要有方法，不能说我把一篇文章看一遍，马上就能够理解

意思。当然这对于老师来说不是特别大的困难，但对于学生来讲，

让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就能立即理解课文内容，那要求是太难了的。

所以我们再让学生读的时候一定要先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让学生可以阅读。

那么自读课文怎么读？首先，多读。要求学上一开始就要多

读几遍课文，俗话说，“书读百遍，其意自现”。第一遍读，不带

有任何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让学生读一遍课文。第二遍读达到以



下三个目的，第一，划分段落；第二，能够标记并借助字典和下

面的注释解决文中不认识的生字词；第三，读完后了解整篇文章

的大体意思。第三遍读，能够大体的掌握文章的主要脉络，并且

在读的过程中勾画出认为比较重要或者可以在某些句子旁边写下

你自己感想和感受。如果三遍读完还是不能达到以上的要求，那

么就再读两遍，知道完成目标为止。

（三）注重旁批和阅读提示

旁批和阅读提示可以说是学生们在学习自读课文时的第二位

老师，因为旁批和阅读提示，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告诉了学生，你

应该掌握的是怎样一个问题、从哪方面去进行思考、为什么作者

会用这样的方法，如果学生对一篇文章毫无思绪的时候，旁批和

阅读提示在很大的概率上已经为学生列出了一份学习的提纲，学

生如果把旁批和阅读提示结合起来去理解课文，那么掌握一篇自

读课文不在话下。

教师是主导者，但不是主体。阅读最终只有让学生学会阅读，

爱上阅读，语文的教学才算得上是有了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