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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筑自主课堂能够提升学生的个性品质。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提问质疑，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创设情

境，促使学生更好地感受生活；引导学生发现，促使学生

产生创新思维；组织学生参与活动，让学生认识到语文

学习的实用性，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些方

法都有助于创设自主课堂，促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提高

自己的个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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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在语文教学中要促使学生自

主、合作、探究地学习。教师不仅要改变教师教授的方式，

更要改变学生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发展自

己的个性品质，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更好地提高自己的

文化境界，从而提高语文学习效率。

一、有意设疑，引导主动探究

问题可以激励学生去学习、实践和观察，而自主学习

实际上就是学生不断发现和探究问题的过程，因此，教师

要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师可以先给学生提出问题，使

学生的头脑进入思考状态，然后引导学生自主提出问题，

并围绕该问题进行自主探究。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较多，

教师可以帮助学生适当进行总结，分析哪些问题更为重

要，需要重点解决，这样能让学生的问题意识得到提升。

《祝福》这篇文章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了解文章中出

现的各个人物所具有的典型性，并了解作者创作文章的

主旨。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中的主要人物，教师

先用有趣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然后再让学生尝试自己

提出问题，发展学生的自主探究的能力。如可以提问：“这

篇文章中不少人物的对话都很有特色，尤其是其中的若

干标点符号，更是耐人寻味，大家可以尝试探索，看看这

些标点符号中隐藏着怎样的人物情感。”这个问题的角度

比较独特，是学生在自主阅读时并未注意到的地方，不少

学生都对此十分感兴趣，进而积极地开始阅读。如有学生

发现作者在听到祥林嫂询问是否有地狱时，回答：“……实

在，我说不清……”这里的省略号表示作者的迟疑，作者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还有学生在教师提问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是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扰，

如“四叔看见祥林嫂被人绑走后，说：‘可恶！然而……。’

这里的感叹号，我能理解，表示四叔感到十分震惊，也感

到很厌恶，但是这里的省略号，又隐藏了什么意思呢？”教

师引导学生围绕此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让学生对四叔保

守、顽固、捍卫封建思想的典型性有了更多了解。

应试教育强调学生的学习成绩，但却忽略了学生的

自主学习，教师在课堂上将知识点灌输给学生，却忽略了

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久而久之就制

约了学生的头脑发展。教师要想让学生拥有敢于质疑、敢

于挑战权威的个性品质，就要让学生形成问题意识，敢于

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二、创设情境，联系生活体验

传统课堂的教学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教师讲授，学

生记录笔记，这样很难引发学生的探究热情。教师可以利

用创设情境的方法，让学生投入生活化情境中，联系生活

中的常见问题进行思考。这样的学习能够激活学生的生

活体验，让学生的学习热情得以被激发。

在学习《林黛玉进贾府》一课内容时，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围绕该课文进行情境体验。首先让学生回忆自己的

生活经历，如果自己到亲密的人家中访问是什么感觉，如

果到比较生疏且是尊长的家中又会是怎样的感觉。在尝

创设自主课堂，培养个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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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体验后，学生提出林黛玉来到外祖母家，这本来应该是

十分亲密的人，因此，林黛玉的哭泣展现出了真情，但是

同时，林黛玉又显得十分拘束，这又是为什么呢？教师鼓

励学生展开拓展阅读，了解林黛玉的遭遇，并了解封建制

度的礼仪，然后创设情景，让学生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更加

深入地感受人物的情感。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学生和人

物进行亲密接触，理解了林黛玉想要亲昵，但是又处处小

心、不敢亲昵的原因。学生意识到林黛玉虽然知道外祖母

心疼自己，但是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处处小心，如

拒绝邢夫人留饭时，先说了对邢夫人的尊敬和感激，然后

又说了不得不拒绝的原因，显得有礼有节，顾全大局。在

融入了真实体验后，学生对文章有了更多的感触。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是一门具有实践性的学

科。如果教师能在课堂上创建生活化的情境，使学生解决

生活问题，学生将更深刻地意识到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从

而更好地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不断体验生活、

感悟生活的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能力也会增强。

三、学会发现，深化创新意识

《语文课程标准》对学生的创新和发现提出了具体要

求，要求学生能通过观察语言、文学和中外文化现象，具

备质疑、挑战权威的勇气和能力，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

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会得到发展，

而且还能提高探究能力。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地发现，并

尝试将自己的创新想法写到作文中，展现自己的创新意识。

在学习《致橡树》这首诗歌时，教师鼓励学生说出自

己赏读这首诗歌时的感触。如有学生提出自己一开始以

为这只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歌，但是仔细阅读发现，作者

想要表达的并非只是爱情这么简单，作者不仅展现了自

己的爱情观，还发出了女子挑战男权社会的挑战宣言。在

中国漫长的历史阶段，都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这在人们

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要想改变谈何容易，所以作者用

这首诗歌展现了女性的独立宣言，因此，这首诗歌表现

出了不同于同类型诗歌的独特性。教师肯定了学生的发

现，并且鼓励学生尝试探究，看看作者是否还有其他同类

型的诗歌，并且尝试仿写，模仿作者的写作风格进行现代

诗的创作。如有学生在探究中指出，《神女峰》等作品也有

类似的特点，在作者的笔下，神女峰不再是唯美的代表，

而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金光菊”“女贞子”则象征女性的

觉醒。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能发现新意义，提出自己的

看法，在创作的过程中，学生能有创意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如果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则说明学生能够个性化地阅

读、写作。学生要对未知世界怀有一定的热情，要敢于标

新立异，尝试新的方法，这对于学生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有

一定的帮助作用。

四、组织活动，形成应用习惯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高中阶段要促使学生具有较

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就要组织学

生参加各种有趣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

尝试运用自己学到的语文知识。

在学完《蜀道难》一课内容后，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李

白诗歌赏析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李

白不同时期、各种风格的诗歌，然后尝试从多种角度进行

分析和探究，最后尝试用不同的形式展示自己的探究成

果。教师为学生搭建了平台，让学生将作品上传到 QQ群

中，然后评选出最优秀的作品。这个实践活动让学生更深

入地探究了李白的作品，同时，学生还发展了自己的想象

力，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果。如有学生

提出，李白不仅创作了不少豪放的诗歌，还在自己的诗歌

中体现了柔情。该学生将李白的《春怨》等诗歌改写成现

代诗的形式，展示出来，如“你会不会，写一阕，长安离情，

用一些零落的言语，望断西山，暗生情……”还有学生参

考古典小说中的内容，编写了话剧，将李白的一生以话剧

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用各种不同的形

式展现了自己的探究成果，也因此感受到了语文的实用性。

在各种有趣的活动中，学生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找到

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如果教师能为学生搭建平台，使学

生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才华，那么，学生的个性品质也能得

到更好的发展。

五、结语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采用各种方法激活学生

的参与热情，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探究、体验、

创新，应用自己学到的语文知识，提高自己的自主学习能

力，培养优秀的个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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