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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美 人 间 四 月 天 ， 

温 晴 适 爽 百 花 鲜 。 

专 家 引 领 开 新 路 ， 

借 力 科 研 再 向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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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心概念界定 

  自读课文：自读课文的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讲读课相辅相成,构成语文单元教学的整体。 
    教学现状：是指调查研究在统编版语文教材试行之后，
我地语文教师对自读课文的重视程度与落实状况，包括学
情分析、课型建构、教学过程与效果等。 
    推进：推进是推动工作，使之前进，是在原有基础上
加快事物发展的速度。 
    策略：策略是指计策、谋略，这里指可以实现目标的
方案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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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综述 

1、国外对自读课文的研究综述 
就美国中学阶段两种课型之一的泛读课 
法国把阅读方式分为分析性阅读和粗略性阅读。 
日本、新加坡、新西兰...... 
   2、国内对自读课文的概念和定位研究 
三种认识：一种课型，一种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一种阅读的训练手段或方法。 
自读课文教学定位为统编本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教读课文与课外阅读的中介环节。 
   3、国内对自读课文教学的研究 
自读等同于教读，细致讲解。 
自读等同于学生自己阅读或课外阅读，放任自流。 
自读等同于略读。 
“置之度外”式 、“一刀切”式 、“若即若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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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的价值、意义和创新点 

   （一）研究的价值 

        1、通过该课题的研究，了解国内外自读课文教学的发展
程度。 
        2、通过自读课文教学策略的研究，形成自读课文教学的
相关理论，补充相关领域的空白和不足。 
        3、研究初中自读课文教学的性质、特点、要求，让教师
优化教学目标，简化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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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的价值、意义和创新点 

（二）研究的意义 
     1、便于了解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现当代自读课文的
选编情况。 
     2、有利于了解现当代自读课文的教学现状，并有针对
性地提出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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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的价值、意义和创新点 

（三）创新点 

   1、从自读课文的含义上看 
   2、从自读课文的选编上看 
   3、从自读课文的教学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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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一）研究的目标 
    1、构建起初中语文自读课文教学课型模式，把新课程的理念和实践
有机结合，把理念转变为可操作的行为。 
    2、解决自读课文教学中教师“教什么”，“怎样教”，以及学生
“学什么”，“怎样学”的问题，简化教学过程，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 
    3、转变教师观念，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打造一支思想过硬，勤于
探索，敢于改革实践的教师队伍。 
    4、让学生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有效参与的课堂活动，提高阅读能
力和语文素养。 
    5、通过研究，提高语文自读课文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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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二）研究的内容 
      1、研究当前我地初中语文教师对自读课文的认知状况和教学现
状，找出存在问题，确定研究方向。 
     2、研究初中语文课堂自读课文教学的类型、原则、结构、特点、
步骤、补充、延伸训练和课外阅读的基本要求。 
     3、研究初中语文课堂阅读教学10种基本课型在自读课文教学中
的应用。   
     4、研究影响学生有效阅读的因素，改进自读课文的教学设计，
形成教学方案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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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阅读教学10种基本课型： 

    ①朗读课型；②说读课型； 
      ③背读课型；④析读课型； 
        ⑤赏读课型；⑥议读课型； 
          ⑦疑读课型；⑧抄读课型； 
            ⑨写读课型；⑩演读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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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准备阶段（2021年3月——2021年8月） 

  2、实施阶段（2021年9月——2023年8月） 

  3、反思与总结阶段（2023年9月——2023年12月） 

五 研究的思路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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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文献法。 
    2、观察法。 
      3、调查研究法。 
        4、行动研究法。 
          5、实验研究法。 
            6、案例研究法。 

六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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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健全课题组织领导机构，确保研究工作

的有序开展。 
  2、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参研教师思想认识。 
  3、制定研究方案，确定参研教师在各研究阶段
的具体工作。 

七 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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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编初中语文自读课文编写体系研究。 
  2、关于我地初中语文自读课文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 
  3、初中语文自读课文教学策略研究。 
  4、初中语文自读课文课堂教学案例与实录。 
  5、初中语文自读课文导学案与拓展训练专辑。 
 6、初中语文自读课文教学现状与推进策略研究成果报告。 

八 预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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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预期的研究效益 

 1、丰富自读课文教学理论  
   2、进一步明确自读课文的教学价值  
   3、指导自读课文实践教学  
   4、落实统编版教材的编写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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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一）行政保障 
  （二）组织保障 
  （三）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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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9日 

恳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汇报完毕，感谢聆听！ 
  三人同行，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