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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孩子利用好课文题目在教学中的实用性
张翠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实验学校，中国·重庆

文章的题目往往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包含着作者种种的思考与内涵，是作者表达意图之所在。在教学中注意对课文题
目的利用能达到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培养孩子思考问题的好习惯；能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能达到对课文进行整体感知
的效果；引导学生从课文题目中提取文章信息，能帮助我们更高效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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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人的名字既是一个人的代号，

更寄托着人生的美好与期盼，是人生的目标，是对人生的期

望、期盼，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人如其名”的话语。

而一篇文章的题目往往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包含着作者

种种的思考与内涵，是作者表达意图之所在。

我们在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十分注

重课堂教学的设计。比如课堂的导入时注重激趣，以引起学

生们的学习兴趣与欲望；比如在课堂结束的时候进行拓展与

提高，以达到情感升华或举一反三的效果。而在教学中注意

对课文题目的利用能起到为教学添砖加瓦的效果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利用课文题目进行课堂导入的有利

因素。“课题质疑”是课堂教学中十分普遍和常用的方法，

老师在教学新课时出示课题后每每会让学生读题，然后对题

目进行质疑。这一方法的利用可以达到几个教学目的，具体

如下。

2 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培养孩子思考问题

的良好学习习惯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老祖宗留下

来的智慧，也是我们要培养孩子的最终理念之一。古来兵法

讲究“谋定而后动”，让学生学会先思考而后行动，不盲目

先动，少走弯路，少做无用功。比如在教学西师大版小学语

文五年级下册《珍珠鸟》的时候，我让学生针对题目提出问

题：看了题目后你想知道什么或有什么想说的呢？学生甲：

“我想知道珍珠鸟是不是长得像珍珠一样小小的？”学生乙：

“我很好奇它是长得像珍珠一样，是圆形的吗？”学生丙：

“它的名字叫珍珠鸟，是因为它会生珍珠吗？”等。从学生

的质疑中你能感觉到他们在动脑筋，在思考问题，这无疑激

发了他们的求知欲。为了寻找答案，接下来的教学就自然而

然地就主动参与其中了。就算是好奇心使然也能驱动他们去

产生思考的念头。当然，也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只要是课

题质疑，有的学生总是习惯性用“为什么”来提问，比如“为

什么叫‘儿子的创意’？”“为什么叫‘天上的星星’？”“为

什么叫‘与时间赛跑’？”如果次次都这样提问，课课都如

此质疑，就毫无收获可言，也谈不上动脑筋，更达不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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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的良好效果和目的。所以，在学生质疑的时候也要注意

对他们进行引导，避免有的孩子为了质疑而质疑，如同完成

任务一般敷衍了事；也要切忌有的孩子故意提出一些刁钻古

怪，荒诞滑稽的问题以博取他人一笑；还要注意对有的学生

进行方向引导，以便其打开思路。这样才能让教学手段达到

教学目的，即要教会他们如何去进行有意义的思考，这是需

要老师把握好的 [2]。

3 能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阅读的初衷不正是为了阅读者精神的愉悦吗？不带

任何功利目的，回归阅读的本真、学习的本真，才能真正激

发儿童的阅读兴趣，为学生喜爱阅读并终身阅读奠基。”莎

士比亚说，“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可得益。”杨振

宁先生说：“功的秘诀在于兴趣。”爱因斯坦认为，“对于

一切情况，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于一个人的

重要性由此可见。在课题质疑后，学生针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在课文中去寻找答案，从而进行有心的阅读，有目的性的阅

读，而不是漫无目的，一读了之，读完了事，无的放矢，读

而无用。因为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去寻找心中的

答案，这样也避免了阅读无味，阅读的枯燥性。如果换成是

老师提出问题学生去寻找答案的话，那么学生就会有一种被

驱动的感觉，有一种被动性在里面。而对于自己想知道的知

识就不一样了，他们则多了一份主动性，少了一份内心的排

斥，“这种自主和自由必然能带给他们精神上的自由和愉悦，

继而唤醒他们积极体验并踊跃表达的欲望”，从而达到愉快

学习，兴趣满满。

4 达到能整体感知的效果

当老师让学生针对课文题目进行质疑之后，学生便带

着自己的问题进行课文内容的阅读。老师在提出问题之后要

做到有问有答，有始有终，才能更好地达到提出问题的作用

和效果。而不是在学生阅读之后，问：孩子们读完了吗？学

生回答：“读完了。”老师便说：“那好，让我们进入今天

的学习，走进今天的课文内容。”而对于阅读前提出的问题

则告一段落，不再提及，问而不答。这样就出现了教学环节

的脱节，问题学生提出来了，课文内容也读了，学生这个时

候正期待着对自己的问题的揭晓，老师却戛然而止。而对于

学生寻找到的答案也是需要捋一捋的。所以在学生阅读完之

后，紧接着就回到阅读前提出的问题，问问学生们找到自己

想知道的答案了吗？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好吗？或者课文内

容和你想象的一样吗？一样之处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如果

不一样，不同之处又是怎样体现的？这样在学生回答问题的

过程中就对课文内容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整体的感知。而

且整个过程又显得比较顺势而为，从提出问题到阅读课文寻

找答案，再到回答问题（课文内容的交流），有一种水到渠

成的自然之感。“每一本书的封面之下都有一套自己的骨架。

作为一个分析阅读的读者，你的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个骨架”，

而对于一篇文章而言都有自己要表达的主要内容，需要学生

们总结出来。如我们在学习部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小说

《桥》的时候，学生读完文章就发现课文内容和自己想象的

大相径庭，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写了一座很有名的什么大桥，

也不是写的一座造型奇特，极具观瞻的什么艺术型桥，也不

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座什么桥，而是写了一个感人肺腑的人

物故事，赞颂了老支书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桥”不仅仅

是小说中那一座供村民们通过的木桥，而是另一座高大雄伟

的桥——大公无私、不徇私情、英勇献身的老支书。学生在

交流问题的过程中就相当于把课文内容给捋了一遍，有了一

个整体的印象，这样就达到了对课文进行整体感知的效果 [3]。

除此之外，在课题质疑的同时还可以达到从课文题目

中提取文章信息的作用，能帮助我们更高效地阅读。一篇文

章的题目除了能达到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之外，还有概括文

章内容，点明主旨的作用。在教学时引导学生从课文题目中

提取相关信息也是一种有效的阅读方法。当我们在面对一篇

课文时引导学生学会读题，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自

己的阅读经验去大胆地思考和猜测，这样在阅读文章内容的

时候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例如，《少年闰土》题目中的

人名称谓比较明显，大多数情况下这可能是一篇写人记事的

文章，而且写的是少年时期这个年龄段的闰土的事情，了

解到了这样的信息之后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们就注意去看

写了关于人物的那些方面。像《草船借箭》这样的题目事件

性特征比较明显，由此可以我们猜测这是一篇描写事件的文

章，“草船借箭”而不是“草船运箭”，也不是“铁船借箭”

或则“铁船运箭”，或则其他什么船，那么“草船”和“借”

这两个在题目中的信息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二者有何联系，

“借”是向谁借，怎么借的，借到没有？看了文章我们就能

发现。读了《竹节人》这篇课文的题目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是

用事物的名称来命名的，那么这篇课文一定是围绕竹节人这

种玩具来展开描写的，肯定就不是描写活动类的文章了，在

读了题目之后我们心里有了自己想法，对文章内容有了一个

方向。像《新疆天鹅湖》这样的题目我们读了之后就会发现

这是用地名来命名的，应该是一篇写景方面的文章，描写的

是新疆天鹅湖的景色。

5 结语

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对课文题目的利用是非常

具有实用性的。长此以往，会让孩子形成一个良好的阅读习

惯，于课内课外都有益，都实用。

参考文献
刘荣华.长课文培养思维能力的教学价值与策略[J].小学语文教

学,2021(13):4-6.

张敏.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略读课文教学的价值探讨与策略分析

[J].基础教育课程,2021(9):59-64.

周梅 .略读课文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 [ J ] .陕西教育 (教学

版),2021(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