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2 

Education Research 

关于阅读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的研究 
 

张永昊 

重庆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4i8.4166 

 

[摘  要]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

进行教学,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多参与、多发言、多思考,促进教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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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are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reading, teachers should teach 

according to the main status of stud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t different stages. Teachers shoul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guid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more, speak more, think more, and promote 

teaching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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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年4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使用部

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教材的变化显示出

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作为培养人的活动,

探讨学生的主体地位,丰富教学理论,对

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认识 

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指的是

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学生的

主体地位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对

所学知识有认识和实践运用的能力。学

生在课堂学习中的自主性、创造性是学

生主体地位的展现。自主性表现为学生

在学习活动中具备明确的目标,具备控

制学习活动、学习对象的能力,能够调节

自身的学习行为并做到自我监督、自我

教育。创造性是个体能动性的表现,对学

习内容的理解,对知识的转化都需要学

生的创造性,它表现为学生能够提出新

奇独特的见解,能够富有新意地分析和

解决问题[1]。 

2 教学案例分析 

教学活动是在师生双方的互动中进

行的,学生作为认知发展的主体,在教学

过程中处于内因地位,而教师作为知识

的传授者,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外部

力量,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外因地位。因此,

构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主导

主体”教学模式,是达成高效教学活动的

关键因素。 

《动物王国开大会》案例分析： 

2.1揭题导入、学习生字 

师：同学们,今天老师来给大家讲一

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齐读课题

《动物王国开大会》。跟老师一起书写课

题。学生朗读课题。 

师：“物”是个生字,谁来说说你是

怎么认识这个字的？ 

生：物是牛字旁,再加上右半边就

是物。 

师：你用加一加的方法。 

师：同学们,你要想进入动物王国,

首先得认识(出示字虎)指名读。 

师：认识了老虎大王,接下来我们再

来认识一下他的助手熊,你准备用什么

样的方法来记住这个生字呢？ 

生：用加一加的方法,能加四点底。 

2.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师：“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老虎要狗

熊通知大家,狗熊用喇叭大声喊,大家注

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来参加

一连说了十遍。”读完这些句子,你读懂

了什么呢？ 

生：狗熊忘了说地点也忘了说时间 

师：这可真让人感到稀里糊涂,动物

王国到底是什么时间开大会？到底是在

哪开大会？你们能不能在课文中快速的

找到答案？ 

生：明天上午八点在森林广场开

大会。 

师：老师又把狗熊通知的内容标成

了红色,谁能够模仿狗熊的样子来说一

说这个通知？ 

生：角色扮演。 

师：他刚刚把明天上午八点和森林

广场读得很清楚,这样我们就一下就明

白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会。 

2.3再读课文,扫清障碍 

师：狗熊说：小朋友们,为了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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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说清楚,我一共播了好几次,是在朋

友们的一次次帮助提醒下我, 后才把

这个通知说清楚的,你们知道我用喇叭

大声喊了几次通知吗？是哪些动物朋友

们帮助了我呢？ 

师：孩子们,下面我们就来帮帮狗熊。 

生：学生扮演其他动物给狗熊帮助。 

在案例分析中,我们发现教师仍然

是以讲授法为主,部分穿插朗读法、角色

扮演法等。讲授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向学

生传递大量知识,效率较其他方法来说

要更高,但是教师往往在讲授之后没有

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理解内化

知识,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更深入的分

析问题,导致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仅仅停

留在表层。 

在本文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主体

地位关注不够。低年级的学生本身思维

发展能力就不足,又是学习习惯养成的

关键时期,虽然教师关注到了和学生之

间的互动,但是学生在课堂中只是针对

教师的问题做相应的“好”“是”以及读

字音等回答,没有针对课文内容做出有

思考有深度的回答,教师也没有根据学

生的回答做出相应评价,不够关注学生

的个体差异。教师的故事讲授可以带领学

生进入课文内容,理解文章大意,但是没

有让学生独立进行思考,一直都是教师为

教学的主导“牵着学生的鼻子走[2]。” 

3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要求 

3.1以建构主义理论指导教学 

教师要针对问题,不断地学习,用丰

富先进的理论指导教学。建构主义理论

强调学习动机的重要性,心理需求是激

发学生学习动机的强大动力。在教学活

动中,教师要有意识地调动学生的心理

需求,促进学生主动地进行意义建构,提

高学习效率。建构主义还强调学习不是

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在学习者对知识

的加工转化的需要基础上进行的。教师

要避免在课堂教学中把学生当作被动的

接受者,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促进学生主

动探索和建构知识[3]。 

3.2明确教师角色定位 

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而

是具备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经验。因此,

教师要明确自身作为促进学生发展的强

大外部力量,无论力量多大,都是作为外

部因素在发挥作用,真正起到决定性作

用的还是学生自身这一内部因素。教师

传授的知识只有在学生主动积极的思

考、理解、吸收之后,才能够真正内化为

自身的经验。当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

体时,也就具备了自我学习的能力和促

进个体认知发展的能力。同时,教师不能

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答案作为唯一,

不能将自身作为权威的代表,应该充分

尊重学生的个体经验和认识,尊重学生

思考的结果。 

3.3结合学生特点创新设问方式 

语文阅读教学注重学生的高阶思维,

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审美鉴赏能力

等。教师要明确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有各

自不同的看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因此,

教师要精心设计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学习思维。首先,教师要根据学生

已有的经验设计问题。建构主义理论强

调在教学中要考虑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

验,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就应该调查了

解学生的阅读经历,了解学生已经阅读

过的书籍和掌握的阅读方法,搞清学生

的阅读水平。其次,教师要根据学生在

课堂中的实际反应灵活调整问题。教师

提前设计好的课堂问题在实际教学中

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教师要根据学生

的学习情况及时做出调整,真正做到以

学生为主体。如果学生对于老师的问题

能够不假思索地顺利回答,那么教师就

需要增加问题的难度和深度；如果问题

太难学生无法理解,教师就需要对学生

进行引导,帮助学生层层剖析,搭建思维

框架。 

3.4避免过分强调学生主体地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陷入过

度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误区。随着人

们对传统师生关系的批判以及对学生主

体地位的重视,部分教师将课堂教学的

大半甚至全部过程统统交给学生来完成,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突出学生主动

学习思考的重要性。但是,这样的“学生

单主体”课堂不仅不会促进学生发展,反

而会严重影响教学发展和教育质量。教师

要对学生主体地位有正确的认识,教师要

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引导学生多参

与、多发言、多思考；同时,要把握课堂

教学的度,由于小学生的思维发展不完

善,学习能力较低,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必

须依靠教师的引导和辅助才能实现,要

以教师的主导作为学生主体的支撑。 

4 结语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语文阅读教

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

不同年段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设

计。教师要在课堂中随时注意双方地位

的转换,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促进生成,

实现有效教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尊

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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