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PBL 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教师以提高学

生创造性思维与学习能力为目的，用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开展

学习，促使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的知识技能，

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 PBL 模式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中，教师通过问题情境的选定，鼓励学生自主合作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语文，进而使学生

的探究意识与自主协作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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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 语 文 阅 读 教 学 是 提 高 学 生 语 文 素 养 的 重 要 基 础 环

节，在 PBL 模式下，教师通过语文问题设计，以学生为中心建

立学习方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解决问题，促使学生在讨

论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思维特长与学习水平， 调动自身高

层次的思维能力，推进自身多样能力的发展。 在 PBL 模式下

问题的引导，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还会使语文知

识的学习更具有衔接性，有助于学生终身能力的全面发展。
一、选定主题，制订计划

PBL 模式以问题为学习的起点，强调学生主体地位，通过

问题引导学生以小组合作形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教师进

行适时的引导，将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PBL 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中，教师首先要选定教学主题，结合学生的特点兴趣明确学

习方向。在制订教学计划的过程中，教师也要充分挖掘教材资

料的价值，拓展问题的涉及层面，使学生在理解的范围内可以

引申发展，同时，教学主题的选定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从

而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加深对文本阅读的感悟。
比如，在教学《雅鲁藏布大峡谷》时，教师要让学生在阅读

过程中了解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特点， 通过文本语句的描述感

受祖国河山的壮丽神奇，让学生体验作者写作技巧的同时，培

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情感。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可以先向学

生渲染景色氛围，利用问题将学生引入学习情境中，如，“雅鲁

藏布大峡谷 的 风 光 举 世 闻 名， 为 什 么 称 为 世 界 第 一 壮 丽 景

观？”“在这篇文章的景色语句中，你对作者的哪段描述印象最

深？ ”通过问题设置，学生就会在学习中具有目的性、针对性，
便于学生在问题情境中进行探究， 并达到知识向现实迁移的

效果。
二、资料收集，作品创新

PBL 教学是通过解决问题掌握知识技能， 所以问题的设

计要涵盖教学目标的知识点。 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已有知识

经验对问题进行探究分析， 通过独立的思考去创新实践新观

点，在 PBL 阅读教学中学生是问题的探索者，需要不断提升自

己的思维能力。 课堂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问题进行

深入的交流探讨， 并在课后为学生布置具体详细的学习任务，
让学生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书籍、报刊等

多种方式搜集资料。教师则通过问题解决的过程，提高学生信

息收集、总结、归纳、合作能力，使学生的思维更加理性睿智。

三、结果评价，持续改进

PBL 语文阅读教学完毕后， 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对学习

成果进行多元评价，同时教师也对教学效果进行总结反思，针

对课堂存在的不足改进完善。 评价过程中学生之间可以开展

自我评价、小组互评、师生互评等方式，这样可以充分锻炼学

生的表达能力与应变能力，使学生在阐述自我观点时，对知识

内容进行系统的概括，从而加深对文本思想的感悟，有利于学

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在 PBL 阅读教学中结果评价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学生通过评价可以发现新的学习问题，及时调

整学习思路，为今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教师对各个

环节进行分析，总结学生在小组合作、阅读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引导学生完善学习观点，促使学生

发散思维，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比如，在进行《爬山虎的脚》阅读教学时，教学目标是让学

生结合自然段、分段读懂文章，在此基础上学习作者描写爬山

虎特点的写作技巧，教学结束后，教师组织学生对学习成果进

行评价，同时教师也对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总结反思，针对教

学节奏的把握、教学计划的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等进行

分析，如，教学时大多数学生没有见过爬山虎这种植物，教师

在课堂中通过问题设计 “为什么作者可以将隐藏在爬山虎叶

子间的脚进行详细具体的描述”引导学生通过文本语句描述，
运用想象力感受爬山虎的特征。这样的问题设计方式，虽然可

以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探究兴趣，但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发展，
教师在总结评测后，可以在今后将问题进行巧妙的改进，先提

出“爬山虎最引人注意特征是什么”，再引出后续问题，从而使

PBL 教学模式更加具有高效性与实践性。
综上所述，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应用 PBL 教学模式，改

变了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的传统角色， 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

践的完美结合。教师通过对教学材料的整理分析，确定教学目

标，并依据学生的发展规律设计问题，使学生在问题资料的查

阅和讨论中，阐述自我的观点，促使自身的思维创造力得到充

分提升。 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问题设计的重要性，以

增强学生语文学习的主动性为目的， 激发学生对语文的阅读

兴趣，深刻地感悟文本中的精神素养，进而使学生的语文阅读

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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