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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达己成人，做有灵魂、有温度、有诗意的语文人!

前置预习——自读课文教学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

专题讲座讲稿
泸县第六中学 王维

各位工作室的老师们，大家好！

我是泸县第六中学的王维老师，非常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我今天

交流的专题是“前置预习——自读课文教学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下面我将从以

下四个方面进行交流：一、自读课文的意义。二、自读课文现状。三、自读课文教

学探究。四、小结。

随着教材改革的不断深入，自读课文已成为初级中学语文教材中一个不可忽视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落实自读课文的编排意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

作用，使自读课文真正服务于语文教育教学，充分发挥自读课文的作用，因此，在

今天。我就自读课文教学这个内容，与在座各位老师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初中部编语文教材提到，新教材的编写是对课改的总结与支持，如“以人为

本”的理念，重视学生整体素质发展，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注重基本

能力培养等等，并尽可能多地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思想，力求达到“创新”。 其

中有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自主阅读，自由表达，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要求在语文课与学生生活之间建立一条通道，构建由教读、自读到课外阅读

“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系，参与社会实践，获得解决实际生活需要的语文问题

的能力。

由于一些教师或者习惯于传统的单篇教法，或者由于对修订初中语文教材的编

排意图理解不透彻，因而导致了一些教师创新理念不够，教材改革及培养目标不

明，以致因循守旧，不分讲读课或自读课，只要时间允许就一概采用传统的教学模

式，讲读课满堂灌，自读课亦满堂灌。这一教学模式强调教师主动传授，学生被动

接受，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忽略了学生的能力培养。另外一些老师对

自读课就干脆撒手放开，不组织、不引导、不检查效果。有自学能力的学生或许可

以提出疑难问题，而绝大多数学生则漫无目的，根本达不到教学要求，自学能力的

培养更无从谈起。

因此，我们今天共同来谈一谈，自读课文作为教学环节中重要的一环，我们应

当如何去教学，怎么样才能达到目标。接下来我将以《周亚夫军细柳》为例，简要

地来谈谈。

初中语文自读课文教学探究

一、常规训练，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自读课的常规要求必须常抓不懈，使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常规要求

包括:

(1)预习课文，熟练地使用工具书，排除字词障碍。借助注释了解作者生平简

况及课文背景，例如，《周亚夫军细柳》一文中，可以先粗略地阅读可以，不认识

的字词及时借助注释，将读音优先矫正，继而熟悉字词释义了解作者生平，了解该

课文。在上述课文中，“彀弓弩”，彀一字就应当先矫正读音gòu，会读才能释

义。

(2)标出课文节次，划分段落层次，简要概括段落大意。这类多用于现代文，

但在较长的文言文中，我们也可以将文本进行分段概括，更加利于理解文义。

(3)画出能表达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的词、句、段，反复诵读自认为写得出色

的语段，并学会点评和眉批。在《周亚夫军细柳》一文中，“将军约，军中不可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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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这句话，结合上文“上至，又不得入。”便可以体会到周亚夫治军的严谨以

及认真。

(4)列出不理解的疑难问题。常规要求每节课都要强调，并注意按照层次序列

加以落实。自学习惯的培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教师应加强指导检查，刚开始不宜

粗放，宁慢勿快，以后逐步加快节奏。

二、巧设问题，巩固提升阅读技能。

精心设计自学问题。问题要根据同类体裁课文的规律性知识，体现自读课文教

学的目的和要求。既要突出单篇课文的重点，又要兼顾知识的覆盖面及纵横联系，

便于学生思考，鼓励学生自我质疑。答案尽可能具体单一，便于消化理解。考虑到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自学能力存在一定差异，面向多数中等学生，程度较好的学生可

以拓宽加深内容，基础差的学生要进行个别辅导。

仍旧以《周亚夫军细柳》为例，在设计有关于该课文的问题之前，因本文中，

通假字、古今异义字、包括一词多义的形象非常多，教师在对待学生这个方面需特

别注意，程度较好的学生，可以稍作提示；程度较差的学生，则应当将部分词语讲

解清楚，方便学生代入进行翻译课文。

设计的问题可以是：文章大意是什么？文中体现了周亚夫怎么样的品质？为什

么皇帝对周亚夫十分赞赏？诸如此类的问题。

三、轻拨重敲，释疑解难促内化。

及时解决学生在自读中的疑难问题。自读课是让学生运用讲读课学来的知识和

初步培养起来的能力进行自学实践。起步阶段教师的辅导尤为重要。辅导的形式与

方法是灵活多样的。

（1）启发式，在对课文进行讲解时，可以启发学生联系文章的写作背景来具体理

解其在当时的建构意义。

（2）诱导式，如一个词语的解释，一段文句的理解，不要仅仅告诉学生一个答

案，最好诱导他们联系上下文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领悟。在古文中，尤其以一词

多义和古今异义词需要这样的讲解。如“军霸上”，而今翻译为“军队”，代入上

下文便可发现应当翻译为动词“驻军”。

（3）点拨式，比如学生在自读时，对文章的写作手法的运用，教师可以引导其开

展知识拓展型研究性学习。教师的辅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带有普遍性的疑难问题

上，对程度好的学生轻拨，对基础差的学生重敲。

四、反思交流，团队协作求质跃。

做好自读课的总结工作，对检查自学效果，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大有益处。总

结可以从两方面进行:

第一，检查效果。但要注意防止走过场，流于形式。检查的方式可以是提问质

疑，也可以是书面练习，还可以是收阅笔记。

第二，交流自学体会。可分组座谈，也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几位学生全班交

流。通过谈体会，互相启发，取长补短，特别是那些在自学中尝到甜头，收益较大

的同学的切身感受，对其他同学将产生激励作用。教师应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作评

价性的小结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多加鼓励。

当然，“教无定式，学无定法。”自读课的教学，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但我想，所有的认识和策略都会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在遵照教学规律和原

则的前提下，进行大胆探索和试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使自读课教学更科

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促进单元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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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今天交流的内容，如果有什么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老师们提出指

正。希望以后能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相信在我们工作室领衔人罗

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对于初中语文自读课文的教学探究一定能有一个新的突破！非

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2022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