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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好的习惯，是培养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关键

习惯是经过反复练习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行为特征。学习习惯是

指学生为达到好的学习效果而形成的一种学习上的自动倾向性。著名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

的习惯。”我认为在自读课文自学中应养成以下几点良好的自学习惯：

1、 培养课前预习的习惯：

战争中有句名言“不打无准备之战”，同样的，在学习中对于课

文的预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培养课前预习习惯，可以帮助学生

更高效、更主动的学习课文内容，提高课堂学习兴趣与效率。

教师根据课堂内容布置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预习习题，让学生独立

的解决，并在课堂上共同探讨。例如现代文预习，主要要求学生预习

字词、相关的文学背景、文章内容以及中心思想；文言文预习则要求

学生结合注释自行翻译课文、并总结文章中的实词、虚词、特殊句式

等。

2、 培养有目的地学习的习惯：

有目的地学习，就是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

通过课堂学习解决疑问的过程。这样可以使得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强、

听课效率提高。



3、 培养勤翻工具书的习惯：

“字典是最好的老师”这是我在第一节课就传达给学生的一个理

念。在遇到争议时、或者新知识时，我总是鼓励学生去查字典，而不

允许他们凭主观去盲目猜测。在坚持这样的引导下，效果也比较明显，

学生遇到问题能积极主动的去查工具书，字典也成了他们学习中必不

可少的“工具”。

4、 培养积极参与、勤于动脑的习惯：

自读课文教学强调将课堂交给学生，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是课堂

学习的主角。这就要求学生能主动融入其中、充分发挥课堂主人公的

地位。因此学生的积极参与、乐于参与、勇于参与不仅是必须的，而

且是教学过程能否进行下去的重要因素。所以我花了很多心思用于怎

样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上来，并且在自读可课文学习中承担课堂

“小主人”的重任。比如：让学生推荐一篇课文里需要掌握的重点词

语及解释，或者指出需注意的一些易错字、词、及解释；文章重点语

段可以由学生自己去寻找，并将自己的理解与全班同学沟通，互相探

讨、互助学习；我也试着让学生就课文内容自行表演，从而帮助他们

主动掌握课文内容、揣摩人物形象。因为表演能激发学生对课文的理

解、也能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我还大胆采用了体验情境的教学，在

学习《登上地球之巅》这篇课文时，我觉得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学

习，学生对于课文的认识不会很深刻，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于

是我让同学们采取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去学习，即：四个同学饰演文中

四个主人公，其余同学饰记者，饰记者的同学需要根据课文内容提出



相关的问题，而饰四个文中人物的同学就要非常熟悉课文，去应对相

应的问题。课堂学习的结果相当的好，同学的提问比较精准、且与文

章的中心联系较紧密，而四个文中人物的扮演者，不仅熟悉课文内容，

还额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们已比较深

刻的理解了文章的内容、人物的精神。像这样创设一定情境，让学生

去发挥学习主动性的方法，充分展示了学生自学的能力，也能激发他

们学习的兴趣与动力。

5、培养学后总结的习惯：

我们说学习一篇课文，不仅是解决这篇课文的问题，更主要的是

能从这篇课文中学到方法，举一反三，从而能自学相同类型的文章。

“方法是学习的钥匙”，这就需要学生能从课文中总结学习方法，用

于以后的自学。所以在学习一些不同类型的文章时，我要求学生去自

行总结在这篇文章中学到的方法，并归纳出来。通过长期练习，学生

由刚开始只能总结一两点表面内容，发展到能抓住文章的重点学习方

法，且能从多方面进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