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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语文课堂应当是学生自主探究的课堂，在教

学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紧扣文本，瞄准学习目标，引导学生

围绕学习文本展开质疑，在小组和班级中展开对话交流，实施

有效互动，从而实现在阅读教学中学生能自主探究，提升学生

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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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让学生享受“生

命化教育”的甘霖，让课堂充满活力。因此，教师应当引导学生

紧扣文本，瞄准学习目标，引导学生围绕学习文本展开质疑，

在小组和班级中展开对话交流，实施有效互动，从而促进学生

在阅读中进行自主探究，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在引导质疑释疑中实施自主探究学习策略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教学方式的

变革，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它是

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主体，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对象。教

师应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引导学生提问。如学习

小学四年级第 21 课“黄鹤楼的黄剑，以及孟浩然的广陵”，我

让学生通过笔记、插图和工具学习古诗。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

疑，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交流思想。学习“孤帆”一词的含义是孤

单的船时，一位同学瞪大眼睛说：“老师，烟花三月下扬州，广

袤的长江怎么可能只有一只船呢？”我及时表扬他善于动脑筋

发现问题，并鼓励引导其他同学来解答。最后我再引导：“一望

无际的长江不可能只有一只船，但在好友眼里却只有……”我

把目光转向了每个人， 学生们突然意识到李白的注意力都集

中在朋友孟浩然的帆船上，从而感受其中的深厚友谊。我紧紧

抓住本单元围绕爱的主题展开教学的特点， 学生在这样的不

舍、依恋的感情基础上再读后两行诗句，语速变得缓慢，语调

也变得深沉。

二、在课堂平等交流中实施自主探究学习策略

师生之间的对话应该是思想的碰撞，心灵的交流，情感的

融合。 汉语教学应该在师生对话过程中进行。 例如，在指导学

生写景作文时， 我设定如下导入：“都说去了九候岩不去风动

石是一件憾事。 现在老师就带你们去风动石走一走。 ”我从不

同角度指导学生观察风动石，并提问：“远看风动石像什么？ ”

学生们各抒己见，有的说远看风动石像一个馒头，有的说它像

一个马铃薯， 还有的说它像盖子……我接着说：“刚才大家结

合远看风动石的形状展开想象，如果走近风动石，你还会觉得

它小吗？”这时，我让学生近看风动石，谈感受。有的学生说，近

看风动石，傲然屹立在山顶，仿佛一位站岗的士兵；还有的说

近看风动石，它是那么巨大，那么神奇，我真怕它掉下来……

我继续引导：“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风动石， 风动石呈现出不同

的面貌，这正是我们所学的哪句诗？ ”学生自信地答: “望着山

边的一座山峰，距离不同。 ” 我继续引导：“现在老师变魔术，

手握风动石，请用静态描写说风动石。 ” 这时，有的学生这样

说：风动石就像一个站在山顶的士兵。 我又说，如果这时刮起

了一阵大风，风一吹风动石，它又会怎样呢？结合想象，他说风

动石在风中似乎在摇晃，我再也不敢靠近它了，生怕它会掉下

来。 我让学生从远到近，从静态到动态观察风动石，抓住特点

写风动石，加上自己的感受。 先同桌说说，试着说一个有关风

动石的片段，再写这一片段。 这节写景作文指导课，师生在这

样的对话中靠得更近。 民主平等使得教学活动成为师生生命

的过程，奏出和谐美妙的课堂旋律。
三、在课堂有效互动中实施自主探究学习策略

教师的教学实践包括准备课程（准备学生，准备教材，编

写课程计划）和教授课堂实践。 课程计划只是一个课前预设。
课堂准备时无法预测课堂上可能发生的一切。 课堂教学应注

重成长和成长的人的整个生活。如果过分拘泥于教案，势必使

课堂陷入呆板机械的泥潭。如教授“猫”一章时，我创设各种情

境，有小主人诱惑、呼唤猫：“我给你新鲜好吃的鱼，回来。 ”有

老奶奶和蔼可亲的呼唤: “乖，回咱们的家。 ”有男主人严肃的

呼唤：“回来，要不然我打断你的腿。”声音一出，全班同学哄然

大笑，显然超出课堂预设，并且也与文本相背离。这时，我对着

他微微一笑， 说：“老舍先生视猫为自己的儿女， 疼都来不及

了，怎么舍得打它呢？”这位学生也笑了，马上会意，及时改正。
大家都能从“无论谁怎么呼唤，结果都一样，它都不肯回来”领

悟到猫的贪玩。发挥教学设计的作用，还得靠教师在教学实践

中熟练驾驭课堂，施展自身的教学能力与教学机智，实施到位

的指导。 教学理解“蹭”时，我本来打算让同桌动作表演“蹭”，
通过动作演示体会“蹭”是轻轻地摩擦，很温柔。出乎意料的是

大多数同桌因为是男女同学而不敢体验“蹭”。 这时我突然发

现两名男同学虽不是同桌，他俩站在通道“蹭”得很开心。于是

我请他俩到讲台前演示“蹭”的动作，并采访他们从“蹭”字体

会到什么。他们说“蹭”这个词让他感受到了猫的温柔，实现了

作者对猫的爱，实现了人与动物的和谐。这样的课堂在师生有

效的互动中，实施了自主探究学习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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