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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社会是一个学习化的社会， 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这就需要人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丰富

自己。而现代的中学生由于从小就生活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优越条件下，养成了坐享其成的习惯，因此，学生良好的自学能

力和自学习惯的培养成为当今教育者面临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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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基石。 在

语文教学中，应着力培养好学生预习、自学、听课、课后复习等

学习习惯。我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除了做好教学中的各环

节工作外，还认真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在教学上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平时，大多数学生能借助字典、词典等工

具书和教辅资料独立、自觉地完成注音识字、词语解释，部分

学生能自觉独立完成难度较大的划分文章结构、归纳段意、中

心思想，以及分析人物形象和写作手法等教学内容，大大提高

了课堂效率。
教育家叶圣陶曾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习惯，增强能

力”。所以说语文自学习惯的养成很重要。那么，如何培养学生

的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呢？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课前预习，规定明确、具体的自学内容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课前预习是学生语文

学习的第一环节。 课前让学生自学，做好预习是非常必要的。
在讲新课之前，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我把自学内容分作

两类， 即必 须 完 成 的 和 争 取 完 成 的 内 容。 必 须 完 成 的 就 是

95%以上的学生都能达到的，如每一课的字音、字义、词义、句

意，有时也包括简单的划分文章结构，归纳段意、中心思想和

分析写作手法等。争取完成的内容，是针对一部分认知水平较

高的学生， 通过努力争取达到的目标， 比如一些内容上的分

析：这篇课文写了什么？ 怎样写的？ 为什么这样写？ 还有人物

描写的方法、人物评价等等。而对于这两类自学内容都要认真

检查。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

要。”因此，我鼓励学生在自学时提出自己的疑问，使学生养成

自觉质疑和思考的习惯，最终形成自己的个性化理解。
二、留给学生必要的自学时间

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给学生的课堂参与创造更多的机会。
“精”就是讲出重点，讲出规律，讲出方法，让学生在较短的时

间内，能悟出一些东西。 例如在讲《烈日和暴雨下》一文时，我

紧紧抓住“景 随 情 移，情 随 事 迁”的 特 点，景———突 出“烈”和

“暴”，事———突出祥子拉车时的艰辛，情———突出作者对祥子

的同情。 这样，顺着由景到人再到情的思路，在不到两课时的

时间内，便完成教学任务。 学生根据自学完成的内容，不仅明

白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而且初步懂得了由景到人而含情的写

法。 接着，让学生按这篇文章的写法，写“冷”，结果，大部分学

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完了。 经课上听读、交流，基本符合要

求，有的写得相当出色。 这样，通过不断地练习，时间一长，学

生从学习中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有了成就感，产生了学习的

动力。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理论应用到课外，养成了自学的

习惯，形成了自学的能力。 想要留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机会，可

以开展更多的语文实践活动。 例如，办主题板报、选名言警句、
办学习园地等，让学生自己动脑、动口、动手，独立完成。

三、教给学生自学的方法，为学生创造自学的条件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达尔文也说：“最有

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因此，教师除了让学生主动

学习外，还应教会他们学习的方法。
（一）多动手，勤用圈点批注法

平时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教会学生圈出一些经典的字、
词、句，或在欣赏的文段旁写下自己的感受和对文章的理解，
边动脑边读书。 例如，在教学《孤独之旅》时，我让学生找出表

现杜小康心理变化的词语、句子，还有描写他的动作、语言的

句子，批注上自己的阅读感受。 经过批注，学生更能体会出杜

晓康在孤独中坚强成长的心路历程， 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思

想感情，与人物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还可以用自读、质疑、讨论、自结、自测的学习顺序。此外，

也要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条件， 比如给学生提供更多互相

交流、共同切磋的机会，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的机会，寻求

最好的解决方法，培养他们的探究意识和习惯。
（二）明确学习目标，多动脑，勤质疑

即使是经过了课前预习的阶段，还有许多地方的理解未

深 入，所 以 每 一 篇 课 文 都 要 拟 出 明 确 、具 体 的 目 标 ，只 有 目

标明确了，才能避 免 学 生 自 学 时 的 盲 目 性 和 随 意 性。 例 如，
教学《孤独之旅》时，让学 生 体 会 杜 小 康 的 孤 独，感 受 放 鸭 生

活 使 他 成 长 的 心 理 目 标，采 用 个 别 读 、齐 读 的 方 式 来 读 书 ，
学生在读 的 过 程 中 更 深 刻 地 体 会 到 作 者 的 思 想 感 情， 从 主

人公的经历中认识到孤独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精神也得到

了洗礼和提升。
除此之外，还教给他们质疑的方法，比如从题目中质疑，

抓住关键词质疑，培养学生勤学好问的习惯。
学生良好的自学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 需要持之以

恒，一以贯之，再加上学生自身的配合，这样才能提高语文教

学质量，有效地解放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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