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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将阅读课文分为“教读”和“自读”两类，自读课文与教读课文相比，有很大区别。

自读课文应当以学生自主阅读为主线，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为目标，因此，自读课文对教师提问的要求

也有所不同。本文旨在探究自读课文的有效提问策略在提问主体、提问方法、提问内容和提问时机上的

特殊性，以更好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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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divides reading texts into 
“teaching reading” and “self-reading”. Compared with teaching reading texts, self-reading 
texts are very different. Self-reading text should take students’ autonomous reading as the 
main line and aim at cultivating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Therefore, self-reading text has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questioning.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articularity 
of effective questioning strategies in self-reading texts in questioning subject, questioning me-
thod, questioning content and questioning time,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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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将阅读课文分为“教读”和“自读”两类，每单元至少设一篇自读课文。在教

材“教读–自读–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系中，自读课文是起到桥梁与纽带作用的关键

环节。可见，无论从所占比重还是从承担作用方面考虑，自读课文的教学是不容忽视的。与教读课文相

比，自读课文以学生自主阅读为主线，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为目标，与之相应，在体例上也有其特殊性，

即基本不设预习和课后习题，随文设置旁批，文尾设置阅读提示。  
自读课文为学生学习提供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对课堂的问题设计也有了不同的要求，有效提问能够

更好地促进课堂教学，提高整体学习效率。有效提问指在课堂教学中，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精心创设良

好的语文知识问题情境，以历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主动参与探究问题的能力、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涵养情感行为为目的的实践活动，是有效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这一界定针

对语文教材中的阅读课文，明确了有效提问的特点。而在自读课文的教学中，想要达到提问的“有效”，

还应建立在充分把握自读课文特征的基础上。 

2. 自读课文教学提问现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以及对本校一线语文教师的访谈、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在目前的自读课文教

学中，教师的提问设计还有诸多不足。 
1、对自读课文特征认识不足 
几乎所有教师都能够认识到自读课文与教读课文有区别，然而对这种区别了解比较深入的教师则比

较少。这就导致了他们在问题设计时，不能充分考虑到自读课文的特殊性，尤其是学习目标的特殊性。

课堂提问依旧以教师引导为主，留给学生的余地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提问效果。 
2、对自读课文助读系统利用不足 
自读课文的编排体例与教读课文有明显区别，这一点教师们都能发现。在问题设计时充分借助自读

课文助读系统，则是更高的要求。小部分教师在备课时更倾向于利用教参及互联网资料，以及凭借以往

经验。大部分教师能够带领学生对课文旁批和阅读提示进行思考和学习，对单元导语等助读系统中的其

他部分则关注较少。更需要教师们着重思考的，则是如何在提问中体现助读系统的价值，并以此来培养

学生的阅读能力。 
3、对促进学生能力的成效不足 
自读课文应当以学生自主阅读为主，意在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教读课文中习得的阅读方法，在教师适

当的引导下进行自主学习。这就能够为他们进一步进行自主的课外阅读做好铺垫。而目前的一些课堂提

问设计，仅考虑学生基础知识和能力的提升，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效的提问应当更关注学生思维的发散

和创造性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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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读课文有效提问策略 

(一) 在提问主体上鼓励学生自主提问 
课堂提问不仅仅是教师的任务，自读课文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才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因此，教师在注重自己对问题的组织、设计之外，还要鼓励学生通过思考，提

出问题。 
1、用亲切的态度鼓励学生提问 
初中学生由于年龄的增长和青春期情绪的影响，对上课发言的兴趣降低，课堂氛围往往较为沉闷。

想要让学生主动提问，教师首先需要用亲切平和的态度营造平等、轻松的课堂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

让学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表达自己对所学内容的看法。此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

教学中走下讲台，多与学生近距离交流，鼓励他们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在教学语言上，还应该多采用正

向的鼓励性的言语，避免使用消极言语，以此向学生传递更多的信心。 
2、用多样的形式促进学生提问 
课堂形式的丰富同样有助于活跃课堂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

采用抽签、抽奖的方式，促进思维碰撞。也可以利用学生的好胜心理，采用比拼、竞赛的方式，促使学

生针对某些问题进行高质量的提问。还可以采用自由合作、小组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在讨论分享中提出

更有价值的问题。 
(二) 在提问方法上关注勾连课内外文本 
1、选点激趣法 
一篇好文章，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能够统摄全文的点，这是理解文章的关键。教师在设计提问时，

可以抓住这些关键的词语、句子、段落，以此作为启发学生思维的切入口，让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达到

“豁然开朗”的境地。这样的探究，能让学生畅所欲言，充分发挥自主性。同时，他们也会对文本内容

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阅读文本、寻找答案，这就可以为更深入地理解文章做铺垫。此外，也可以通

过一篇文章发散激趣，联系其他文章，让学生进行更多的思考探究。 
2、比较提问法 
自读课文承担着把学生由教读课文带向更加自主的课外阅读的重要任务，着力培养的是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因此，教师眼中看到的不应只是单篇的课文，而是要把课文放在同类型的文章与不同类型的

文章当中，让学生产生迁移的能力。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提问比较同类型的文章。如部编本初中语文

教材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自读课文《昆明的雨》，为深刻领会汪曾祺散文“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平淡

自然，却饶有趣味”的语言特点，可以与他的另一篇散文《端午的鸭蛋》进行比较，强化对这一语言风

格的认识；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通过提问比较不同类型的文章。同样是写雨，朱自清《春》中写春雨

段落的语言特点，则与《昆明的雨》截然不同，两相比较，可以领会两篇文章不同的语言风格，进而可

以拓展到对其他散文语言风格的认识。这种比较分析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提问自然也是有效的。 
(三) 在提问内容上充分借助自读课文助读系统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为自读课文设置了独特的助读系统，主要由单元导语、旁批、阅读提示和部分

课文的课后习题等组成。助读系统能够为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阅读提供支持，因此，教师在进行提问时

也应充分认识到助读系统的价值，适当借力助读系统，就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进行自主阅读。 
1、借助单元导语把握方向 
单元导语是单元学习目标的集中体现。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在每一单元前设置两个小节的导语，虽

然简短，却能概要地从“人文主题”和“语文素养”方面为学生指引明确的阅读方向。教师的提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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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充分借助单元导语这一助读系统，势必能够对学生自读课文的学习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2、借助旁批引导自读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自读课文体例的一大亮点即是旁批的设置，这些旁批涉及文章内容、文章情感、

阅读方法等多个方面，有点评式，也有提问式。旁批的存在为学生更好地自主学习提供了抓手，在学生

阅读过程中具有引领思路、启发思考、答疑解惑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在设计课堂提问时，可以充分

利用旁批，因势利导，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本课课文的学习，也能够让他们认识到借助旁批来学习自读

课文的方法，提升自学能力[2]。 
肖培东老师教授七年级下册自读课文《一棵小桃树》的课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个课例中，

肖老师首先提问学生五个旁批中有几个本身是问题。接着，将学生寻找出来的三个旁批问题融合进他的

课堂提问里，一步步引导学生通过自读，梳理文章内容与文章主题。剩下两个旁批本身并非问题，肖老

师将它们转变成问题，以此推动学生进一步学会阅读方法、理解文章情感[3]。可见，立足于旁批来设计

课堂提问，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借助阅读提示深化思考 
阅读提示位于课文末尾，或提示阅读文章的方法，或点拨文章精彩独到的地方，或将课文内容向课

外阅读与学生日常生活延伸。它与单元导语前后呼应，起到提示重点、引领自学的重要作用。因此，从

预习准备开始，教师就可以借助阅读提示进行提问，让学生在自学的过程中摸清重点，学好方法。 
阅读提示更大的意义还在于拓展与延伸，这是一项重要的创新之处。如七年级下册《带上她的眼睛》

一课，阅读提示推荐学生阅读其他科幻小说名作，比如刘慈欣的《朝闻道》，阿瑟·克拉克的《星》等，

这是向课外阅读延伸。《最苦与最乐》一课的阅读提示建议学生读完文章想一想：你的责任是什么？你

从尽责中体会到快乐了吗？这是向学生的日常生活延伸。因此，教师在设计课堂提问时，借助阅读提示

来进行拓展延伸，能够提高提问的有效性。 
此外，有些自读课文还有注释、补白、插图等提示学习，这些同样属于助读系统，教师在设计课堂

提问时可以参考借助。 
(四) 在提问时机上注重课前导入提问与结课拓展提问 
1、课前导入提问 
自读课文应当以学生自主阅读为主，以提升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为目标，因此，在课堂提问之外，

课前导入提问显得尤为重要。有效的导入提问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思维活动

往往从问题产生开始，在进入正式课堂之前，能有这样一个热身过程，学生后面的思维活动会顺畅许多。

所以说，有时一个设计巧妙的课前导入提问能决定一堂课的质量。 
教师可以使用悬念式提问进行课前导入，通过悬念来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探究欲望。也可以结合

学生原有认知提问，将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调动出来进行课前导入。原有的知识经验是学生进一步学习

的重要基础，将新内容与旧内容相衔接，有助于提高学习的效率。还可以创设生活情境进行提问导入。

生活情境源于生活中语言文字运用的真实需求，服务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由真实而富有意义

的情境导入，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2、结课拓展提问 
结课提问可以总结学习内容，归纳学习方法，使知识更加有序地呈现。在教师的提问引导之下，有

利于学生加深理解、进行自我巩固。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在课堂自主学习的过程中，逐一解决问题，

在质疑释疑的过程中，增长知识、锻炼思维。但课堂的结束并不是学生学习的结束，教师还应该运用结

课拓展提问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课堂，通过课堂所学，解决其他自读课文的问题，解决课外阅读的问题，

甚至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由此可见，有效提问不仅可以使语文阅读课堂教学的成效纵向上延伸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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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还能够在横向上拓展到更广的范围。 

4. 研究意义 

在自读课文的教学中实施有效提问策略，能够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充分地引导，也为学生留下更

多自主的空间。他们将不再把自读课文当作考试之外可有可无的文章，也不会完全按照教读课文的学法

进行紧张的听讲。自读课文有了自己的特色与魅力，学生在教读课文中学到的方法在这里得到实践，自

己的思考也在这里得到发挥，同时还能将所学拓展到更宽广的领域。连语文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也能

把他的所思所想进行完整地表达，学生学习自读课文的面貌将焕然一新。教师在设计自读课文有效提问

的时候，能够更好地明确自读课文的定位，在教学中能够进行更合理的安排，必将更好地发挥自读课文

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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