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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传统教育深受传统礼数的束缚，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里，更多被作为一种承载知识的容器，完成知

识的沿袭，一定程度上人的本性被传统教育束缚，教师授课学生听课成为一种定势，学生的独立人格很难张扬出来。中文作为中国学生的母

语，汉语文化博大精深，是每个人一生学习的重要科目。九年义务教育对语文课的设置更是放在首位，语言学习的好坏程度直接影响到其他

学科的学习，教师交给学生读写做题，学生被动接受并完成任务，学生逐渐失去主动探究问题的能力，如何顺应素质教育的趋势，让学生发

挥主体作用，教师通过不断探究有效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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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初中生自主学习热情，让他们主动寻找问题，解决问题，不仅

能更好地配合教师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也让他们养成了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学生会深刻感受到主动学习带来的喜悦感，收获的知识掌握的程

度更深。教师通过让学生提出问题、结合实际生活场景、形成发散思维、

肯定学生的成绩等途径，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将语文初中教学更受

学生欢迎，课堂教学任务能更出色完成。 

1 启发学生提出问题，激发自主探究乐趣 
语文课堂上，让学生发挥语言表达的主动性，主动表述自己的理解

和观点，在老师给予一定的启发后，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学习新知识，教

师抛出的一个问题，能够让他们产生多个问题，激发了他们自主探究的

兴趣，初中生对问题锲而不舍的精神不可低估。这就需要教师在备课阶

段，针对课堂新知识做好抛砖引玉的准备，一节课下来学生通过自己的

探究掌握了知识，课堂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例如，在学习《春》这一

篇文章时，教学的重难点是引导学生细致观察景物，抓住景物的特点，

用优美语言和写景物技巧描写景物的方法。在熟读课文后，教师引导学

生学习本文的写景技法和语言特点。教师启发学生构建四张图，首先让

学生找出春天的四张图，针对每张图提出鉴赏问题，发现文中的优美描

述。通过解决四张图中发现的问题，将春天的美景尽收眼底。 

2 融入真实生活场景，提升自主探究热情 
语文学习因为是学生的母语教学，学生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这门课

程，对知识的习得效率要高于其他学科，语文教学的内容来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学生更喜欢去学习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知识，更愿意接触日常

生活中出现的场景。这样他们的学习兴趣更高，探索知识的热情更高。

例如在学习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五篇文章，都是关于人生问题面面观，

既谈理想，又谈奋斗；既写艰难历程，又写成功经验；既说到事业，又

说到命运；既有痛苦，又有乐趣。对于初一新生入校，是他们人生道路

上新的起点，集中阅读已人生为主题的课文，是他们未来生活学习中需

要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他们对成长具有渴求，对探究更具 热情。 

3 教师为学生创设情境，养成自主探究的习惯 
教师想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积极主动探索学习，更好地让他们坚持

下来，也需要科学地设置一些情景，启发他们，学生的自主学习需要教

师提供一些方法引导，设置一些问题、布置一些题目，留有时间，让他

们充分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例如在学习《狼》这篇文言文时，

文言文语言较枯燥，很容易让学生感其无味，教师可以利用课文故事性

强、情节曲折，利用其情节引人的优势，赋予教学过程以情节性、生动

性、趣味性。设置情景，以与狼有关的成语导入，让学生描述狼这种动

物的特性，说出狼在大众心里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古代以动物喻人的著

名小说即《聊斋志异》，了解本篇经典文言文的出处。让学生自主学习，

疏通文义。通过注释和工具书引导学生理解一些字词的解释后，学生能

理解文章的内容，读出课文的感情。课下给学生安排表演节目，围绕狼

这节课，讲故事、编排话剧，将屠夫遇狼、惧狼、御狼、杀狼四个情节

通过对课文感情的理解表达出来，学生更加深刻地探究人狼搏斗客观因

素及课文地寓意，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认识狼贪婪、凶狠和狡猾的本

性，懂得对于狼一样的害虫必须识破它的假象，同社会中假、丑、恶等

阴暗面作斗争。 

4 肯定学生的成果，激发自主探究的动力 
初中生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非常具有求知欲，这个阶段的学生的

年龄特点，他们对获得成绩更在意，教师对他们的反馈要积极肯定，有

利于树立他们主动探究知识的信心，对持续深入学习更有动力。树立对

学习的信心，对学生日后的继续学习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受用无穷。例

如，在学习《春》一课时，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进行预习，然后设置这

样的问题：“通过预习，请同学们先自主理清文章思路，然后概括文章结

构内容， 后，我们进行展示。”教师应注意留给学生自主探究的时间，

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并告诉学生只要做到认真思考，得出的结果都可能

是正确答案；教师再引导学生将自主探究的结果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并

及时用鼓励性的语言给予肯定和表扬，对他们的答案不必强求一致，学

生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尊重他们探究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如“通过自主探究，你的结果已经很接近答案了，继续加油”。所以，

学生只有体验到自主探究的喜悦，才能进一步提升自主探究的效果，从

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5 总结 
初中语文教学，强调发挥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也是新课程理念所

提倡的一种学习方式。学生要做课堂的主人，在老师的引导下发挥自己

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自身的各种能力去获取知识。教师通过启发学生提

出问题、融入真实生活场景、为学生创设情境、肯定学生的成果激发学

生自主探究的兴趣、推进持续学习的动力，完成课堂学习目标，顺应素

质教育的趋势，让学生养成自主探究问题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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