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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最脍炙人口的励志求学的名言。
世世代代，莘莘学子在这两句话的激励下在无边的书山辛勤跋涉，在无涯的学海艰苦行进。
当时代的年轮迈进一个新的千年，我们不妨给这两句话赋予一些新的时代内涵。
　　学，有苦学，有善学。
苦学者，用功也；善学者，用思也！
苦学者，功于书本；善学者，思于生活。
　　苦学不如巧学，勤学还需善学。
　　“发展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愿望和能力”是新课改的一个基本理念。
如果说，乐学是“发展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愿望和能力”的前提，那么，善学就是要帮学生找到“发
展自主获取知识的愿望和能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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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可以从文章的题目质疑。
“题”者，“额头”也，“日”者，“眼睛”也。
有的标题往往会昭示文章内容和作者思路；有的标题直接点明文章主题；有的标题具有象征意义，有
的标题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
这该如何设疑呢？
拿《我的叔叔于勒》来说，可以问：“文章的主人公并不是于勒，而是菲利普夫妇。
为什么是以于勒为题而不以菲利普夫妇为题呢？
”这样设疑，就会引导学生去发现，文章标题有时提示了文章的线索，于勒作为线索人物，故事围绕
他的贫富变化来展示主人公对待他的态度，以此来揭示文章主题。
又如教学《走一步，再走一步》时，有学生问：“为什么是用‘走’，而不是用‘挪’或是‘移’？
用‘挪’或‘移’似乎更贴合课文中展示的情境啊？
”教师此时引导学生们经过思考，就会发现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困
难时要学会把巨大的困难分解成小的困难，一步步、一个个地脚踏实地地加以解决。
这样的质疑过后，学生们对文章主旨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
当然，不同文体的标题有不同的作用。
说明文的标题通常是点明说明的对象，如《苏州园林》、《中国石拱桥》；议论文的标题常常提出了
文章的中心论点，如《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应有格物致知的精神》。
如若不是，就可以问问那标题的作用是什么，是突出了说明对象的特征吗？
抑或是充当了论题，以引出论点？
　　第二，可以对文章的关键词语或句子质疑。
文章的语句或是描写精彩，或是寓意深刻，都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为文章内容和写作目的服务的，
对课文的阅读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果抓住了关键的语句、内容，就会层层推进，使学生具体形象地理解重点词语及课文内容，并且通
过这些词句引发联想和想象。
如《芦花荡》中“老头子过于自信和自尊”一句，就是文章的文眼，全文的情节都由此生发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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