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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实施课堂教学素质化的今天，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学会学习”就显得尤为重

要。那么教学中教师应从以下途径去引导、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一、创设民主平等，自由和谐的学习氛围，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保证。

二、激发学习动机，实践“我要学”。三、参与目标制定，坚信“我能学”。四、创设情境，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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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来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提出了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任务，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而真正的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一定是自主学习。因此，倡导自

主学习成为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首要任务。自主学习就是让学生真正成

为教学主体，也就是让学生积极能动地参与教学活动，积极主动地进行

学习认识和学习实践活动。要让学生自主开展学习活动，首先必须具备

自主学习的方法，倘若学生连书都不会看，又何谈学课本。 

那么，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呢？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

谈： 

1 创设民主平等，自由和谐的学习氛围，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保

证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教师应尊重每一个学生，多一些鼓励，促使他们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

只有在民主、平等、和谐的气氛里，学生的思维才能处于积极主动的活

动状态，才能把紧张的学习过程转变成愉快的学习活动，才能充分挖掘

学生的潜力（敢想、敢问、敢说、敢做）。教师要放下架子，从高高在上

的位置上走下来，以学生学习伙伴的身份引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参与其

中，从而把思维的空间留给学生，把学习过程让给学生，让他们真正成

为学习的主人，自主探索，集思广益，从而以极大的热情来寻求未知的

世界。并经常利用识字卡片巩固识字，鼓励学生从身边、从电视上、从

书报上、商标上找到刚认识的字，在语言环境中及时巩固识字。我相信，

久而久之，孩子们会变得大胆，变得自信，他们思维活跃，敢想敢说，

生动活泼，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知识的探求者。 

2 激发学习动机，实现“我要学” 

“要我学”还是“我要学”，是被动学习与主动学习的区别，内在动

力是学习的关键。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有情感的投入，有内在动力的支

持，能从学习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对于小学生来说，学习最好的内

在动力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望，是对学习内容本身的兴趣。为

此，教学中通过情境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借助问题和任务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无疑是一个好的途径，而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比

较好的做法。 

《卖火柴的小女孩》通过课件再现小女孩冻死街头的情景，以“看了

一个小女孩冻死街头的画面，你想说什么？会有什么疑问”质疑，由此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成为学生进一步自主学习的内在动力。 

在问题和任务的推动下，学生以主动的姿态投入学习，在学习过程

中获得了积极的情感体验，“我要学”意识贯穿整个学习中。 

3 参与目标制定，坚信“我能学” 

在自主学习中，课堂教学目标既要有教师预设的部分，也有在课堂

中根据实际情况生成的部分。教学目标的制定既要按照课程标准、教材

的规定，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原有基础和他们的实际需要。学习者参与

确定对自己有意义的学习目标的提出，自己制定学习进度，参与设计评

价指标。 

拿上述《两个小姑娘》的教学为例，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这节课

估计可以解决哪几个，解决到什么程度，由师生共同来决定；学生对那

些分层次的学习目标，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做出选择；学生自己确

定学习进程，学得快的拓展阅读大量的课外材料，学得慢的能“保底”

就行——达到基本训练要求：基本读懂课文，感悟主动走向生活、广交

朋友的人生态度。 

由于学生参与了学习目标的制定，无论是学优生、中等生还是学困

生，都有很大的学习热情，在力所能及的学习成果中，都获得了成功的

体验，树立了“我能学”的思想。 

4 创设情境，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创设活动情境，让学生在主动探究中解决问题；激发想象，培养自

主延伸的能力；走进生活，拓展自主探索能力；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教

师要教给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现“教是

为不教”的教学思想。留给学生充分的自学时间。传统的教学理念使不

少教师把课堂当作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在不知不觉中垄断了学生的学习

主权，而作为学习的主人——学生，本应该具有自己支配学习时间的权

利。要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就必须保证学生拥有自己支配的课

堂自学时间，这是自主学习的关键所在。 

在学习《春天来了》这一课时，通过以情带学，自然地激发学生对

春天的喜爱之情。创设情境“我的画”，展示学生的绘画作品，从学生感

兴趣的事物入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接着让学生说说自己在课前

所了解的春天的特点。有学生拿出了一片嫩绿的叶子，有学生拿出了一

朵小小的迎春花，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情感体验拉近与课文之间的

距离。最后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补充有关春季风光的图片，使学生体

验大自然的美丽和奇妙。学生通过带感情、自创动作的表演读，让多感

官投入获取知识的过程。让学生在欣赏中、韵律中轻松地接受大量有关

春季的信息，可以丰富学生的认识，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符合小

学低年级儿童好动、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年龄特征，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并设计了一系列学生“说一说、写一写、唱一唱、跳一跳”自由地

的模仿、表演课文内容，结合自由活动、拓展延伸的练习，鼓励学生利

用多种形式体现春季特点。从而尊重了学生的特点，让他们的创造能力

得到了张扬。 

总之，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要落实到使学生学会学习，逐渐生成，

逐渐建构，在动态的学习过程中建构知识、能力、方法、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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