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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8/2021_2022__E9_98_85_E8

_AF_BB_E7_90_86_E8_c64_98077.htm 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自

读课的要求是：自读、自测、培养和检验学生的阅读能力。

根据这一要求，田家明老师摸索总结了“四步八字”自读法

。四步：读中找问题，问中受启发，总结中提高，练习中求

深化。八字：圈点、问启、思结、练评。先说四步：1.读中

找问题自读课文，首先自己阅读，在阅读时既读课文，还要

读“自读提示”，“课后练习”和“单元知识和训练”。读

“自读揭示”和“课后练习”的目的，是让学生及时准确地

抓住课文的中心，重点、难点、特点，读“单元知识和训练

”意在把自读课文放在单元中审视，阅读时细心体味，研究

自读在单元中的地位，及其编辑思想，以学过的知识观照课

文，理出文章的脉络，及其编辑思想，以学过的知识观照课

文，理出文章的脉络，了解课文章法和语言特色。同时记下

尚未理解的内容。2.问中受启发在课堂上，学生首先谈对课

文基本精神的理解；其次，广泛地提问题。尽可能让学生都

发言，质疑问难，问题摆出后，教师指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梳

理，让学生归纳大类再找出问题的主要方面，抓住有代表意

义的问题各抒己见，从不同视点，不同角度去深入思考，展

开讨论，以便学生对问题的深入思考。3.总结中提高学生总

结的过程，是不断求同弃异的过程。最后要使学生的认识达

到统一或基本一致。在弃异的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了解

为什么会产生许多“异”，同时指出学生思维中的缺陷和不

足。在“求同”过程中，要指导学生从偏狭的思维框架中走



出来，让学生在更广阔的时空，更高的层次上取得共识。这

个过程，既是对自读课文的总结过程，也是培养提高学生思

维能力的过程。4.练习中求深化学在于用，自读的目的，是

要把讲读课中掌握的知识运用于阅读过程中。通过自读课的

学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把所学的语体、语言、

修辞等知识向应用上转化、迁移。只要完成了转化，便能达

到新的高度，这便是对学习的深化。以上四步，前后两项在

课外完成，中间两项在课堂进行。课堂讲授又会专门指导和

讲读教学。重点一般放在后者。下面再说“八字”：（1）“

圈”和“点”。“圈”指圈出重要内容，以便理解。一般情

况下要求学生圈出：①“自读揭示”中揭示文章中心、特点

、写法、题材、体裁的字、词、句、段。②“思考和学习”

提出问题角度的字、词、句、段。③“单元知识和训练”中

与自读课文相关的字、词、句、段。④在以上基础上，认真

阅读课文，圈出课文揭示前三项要求的重要内容和句、段。

前三者为理解文章的线索，以控制自读时漫无边际，过于偏

狭，不得要领。第四是圈的重点，也是自读关键的一环。这

一环如果粗疏，下边就无法进行。“点”就是点评，自读时

，应把自己的感想用简练精当的几个字，几句话记在课本的

空白处。点评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学生有所得的，一类是

有所疑的。一般要求将有所得的附写在课本上，存疑的可在

书中作标记，将疑问归纳成条记在笔记本上，以供课堂发问

。（2）问、启、思、结。“问”指把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和疑

问都提出来，以供其他同学和老师作评价。问的内容一般归

为结构、语言、主题三大类，各类可附设小类。问题提出后

，学生讨论，教师指导，相互启发，寻找通途，这就是“启



”和“思”。此后，进行“结”，即根据学生对课文理解及

存在问题，教师再指导学生归纳，化多为少，舍次抓主要，

梳成辫子，理出头绪后，再由学生讨论，并提供给学生思考

方法。问、启、思、结虽说各为一方面，实际应用中往往很

难分得开，四者互相紧密结合，实为一个整体。（3）“练”

和“评”。主要指学生练习，可分为说和写两个方面。说，

主要让学生复述课文内容，自己即兴归纳课文中心、思路、

论证方法、语言特色等等；写，根据自读课文某一特点，拟

题练习，自测互测。“评”指让学生根据提出的问题及归纳

的要点互相评价，对学生写的文章互相交流，选出较好的文

章，再读给全体同学，以促使学生的自我评价。综上所述，

四步八字教学，整个围绕学生自读展开，其优点在于能用较

少的时间使学生获得较多的收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得到

充分发挥，阅读能力会逐渐提高，如长期坚持，学习便可成

为学生的自觉活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