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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夏良妍

（仪征市香沟中心学校，江苏 扬州 211421）

摘要：阅读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组成内容，为提升阅读教学效果，教师应重视对教学模式、内容的革新与优化，

将更多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应用到阅读教学中，以此让教学工作更符合新课标的相关要求，提升育人效果。大单元教学是当前备受

关注的教学形式，对完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工作的路径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将针对新课标下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展开分析，并

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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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单元教学概述分析

大单元教学法是一种极具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它更倾向于从

宏观的角度入手展开教学工作，对教学内容展开更清晰、全面的

规划。通过此方式教学，能够让教学内容分为若干部分，并帮助

学生更好地探寻不同部分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单元

主题。通过展开大单元教学，能够让知识变得不再孤立，从而打

造一个更为优质的知识网络，让知识之间能够互相支撑、互相关联。

通过将大单元教学法应用到教学活动中，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将零

散的知识串联起来，从而使其知识体系变得更为完善，从整体上

提升育人效果。

具体到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大单元教学法能够极大地丰

富学生的语文知识储备，增强他们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分

析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学生能够更

高效地记忆和掌握语文知识，因为知识不再是孤立的，而是通

过主题单元的方式被整合和联系起来。从构建主义学习理论的

角度来看，大单元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为自主和开放的

学习环境，鼓励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探索和建构知识。这种

方法有助于打破传统知识体系的界限，促进学生在认知、情感

和技能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对学生的长远成长和学习具有深

远的影响。

二、新课标下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价值

（一）激发学生阅读主动性

新课标下，通过展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能够让学生

更好地感受到阅读活动中的快乐，让整体教学氛围变得更为生动，

这样对提升学生的阅读体验有极大促进作用。不仅如此，通过展

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能够避免学生出现抗拒、抵触等不

良心理，使其更为主动地参与到文本阅读与知识探索中，对阅读

教学工作的路径、流程展开进一步优化。不仅如此，在初中语文

大单元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营造一个更为优质的氛围，让学生

更好地感受语文知识的魅力，让学生能够在阅读中更好地理解所

学知识，提升其学习兴趣。

（二）深化学生理解水平

部分学生的理解能力较为有限，他们在阅读语文知识时，可

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对于一些知识的理解可能存在不到位的情况。

通过展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能够让学生将不同的文章组

合起来思考，通过大单元的方式展开知识学习与探索，这样能帮

助其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所学知识，这对提升学生的阅读效果

有极大促进作用。通过展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能够让学

生的理解能力大幅提升，这也是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效果的重

要一环。

（三）优化阅读教学形式

新课标背景下，通过展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能对阅

读教学形式展开进一步优化，转变以往单一的阅读教学模式，让

学生的阅读效率进一步提升。通过展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

能够让学生的阅读综合素养、语文知识储备进一步提升，帮助他

们突破自身阅读知识探索的桎梏，提升学生的知识理解效果。另外，

展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能够让学生成为语文阅读课堂的

主题，使其展开更高水平的互动，这也为之后教学活动的开展提

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从这里可以看出，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

的革新与优化，对丰富阅读教学形式意义重大。

（四）培养自主学习习惯

新课标背景下，通过展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能够让

学生的自主阅读主动性大幅提升，使其更为主动、积极地参与到

知识探索与学习中，还能让他们在阅读中积累更丰富的知识内容。

通过展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革新，能够打造一个更为优质

的课堂环境，这样能为学生的自学活动开展打下坚实基础。在展

开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工作时，教师可以将微课、媒体视频

等引入育人活动中，而后方可让学生结合数字化资源展开阅读知

识的探索与学习，这对提升他们的阅读自学效果意义重大。另外，

教师可以结合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工作创设一个在线自学平

台，让学生能够结合自学平台展开阅读活动，以此提升阅读教学

工作的效率。

三、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现状分析

（一）阅读兴趣不足

在开展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发现部分学生

在阅读过程中有时会交头接耳，甚至有学生在课堂上出现发呆、

睡眠等不专注的情况。这些现象表明，学生对于初中语文阅读教

学的参与热情有待提高，阅读兴趣亟需激发。同时，教师还观察到，

在教师引导学生就阅读内容进行讨论时，部分学生可能会利用机

会进行无关交流，这不仅影响了其他学生的讨论效果，也在一定

程度上破坏了阅读课堂的教学氛围。显而易见，初中语文阅读教

学中存在着学生兴趣缺失、阅读主动性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严

重制约了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阅读环境枯燥

在推进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注意到信息技术、多

媒体技术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尚不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语文阅读课堂氛围的生动性，制约了学生高效阅读活动的开

展。在缺乏活力的课堂环境中，学生难以深入领会文本内涵，这

无疑阻碍了他们对作者思想情感的深刻理解。同时，教师发现初

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接触的阅读材料主要局限于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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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主动提供丰富拓展阅读资源的情况不多见，这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学生的阅读视野，不利于他们阅读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四、新课标下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策略

（一）精选阅读内容，激发学生兴趣

在新时代课程标准的引领下，为深入推动初中语文大单元阅

读教学的提质增效，教师需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筛选，以更好地

点燃学生的阅读热情。教师应立足学生实际，综合考虑学生的兴

趣爱好、认知水平、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需求，以培育学生精神

世界为核心，精心策划阅读材料，构建符合学生实际需求的阅读

书目，确保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语文阅读活动，从而提

高教学成效。

在筛选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内容时，教师应确保所选内

容兼具文学价值、教育意义、阅读亲和力和趣味性，使学生在阅

读过程中不仅能够吸收语文知识、掌握写作技巧，还能获得情感

上的启迪和思考。例如，在讲授《乡愁》这首诗后，学生对“乡

土情怀”表现出浓厚兴趣，针对此情况，教师可以将费孝通先生

的名著《乡土中国》引入语文阅读课堂。该书作为社会学领域的

经典之作，兼具高度的艺术性、文学性和教育性。引入此书，能

够有效促进学生课内外阅读的衔接，激发其阅读热情。此外，《乡

土中国》中的 14 篇文章富含深邃的寓意和内涵，有助于拓展学生

的视野，深化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同时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其写作

技能的提升。学生通过阅读此书，能够逐步提升自身的语言表达

能力和思维深度，对于点燃其阅读兴趣具有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

（二）明确阅读主题，提升语言构建能力

精心挑选主题和阅读素材是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的前提。

教师应依据本单元的教学目标，科学确定阅读主题，并围绕主题

搜集相关课文段落。例如，在开展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时，

教师应深入分析文章，明确阅读主题，结合课文中的精彩描写，

整合形成全新的阅读材料。在此过程中，教师可积极引入信息化

手段，如运用电子白板等教学辅助工具，将静态阅读材料转化为

动态呈现，助力学生深入、具体地理解阅读内容，从而提升其审

美素养。以《春》一文为例，教师可播放春天的视频，使学生能

直观感受文章中描绘的嫩绿小草、带甜味的花、如牛毛的细雨等

景象，进而加深理解。再如，在讲授《济南的冬天》时，教师可

利用网络图片辅助教学，帮助学生形象理解青黑矮松、红屋顶、

黄草山等意象，这对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阅

读这些文章，学生将逐步掌握写景类散文的阅读技巧，学会分析

比喻、拟人和排比等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引导学生关注生活，

探索自然之美，从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发掘阅读材料联系，培养文化理解素养

为切实提高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成效，必须高度重视阅

读材料的精选与优化，以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全面发展。语言构

建与运用能力作为语文核心素养的关键要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深入引导学生对阅读材料进行深度挖掘，探究文本间的内在联

系，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例如，在引导

学生学习《阿长与〈山海经〉》一课时，教师可广泛搜集鲁迅先

生的其他经典作品，如《朝花夕拾》《孔乙己》《狂人日记》等，

帮助学生掌握更多阅读名著的方法，激发其对文学的热爱之情，

进而培养和提升学生良好的文化理解素养。同时，教师还应引导

学生深入分析《阿长与〈山海经〉》中不同人物的性格、形象以

及人物间的关系，使学生更深刻地体验传统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

推动其文学理解素养向更高层次迈进。

（四）引领学生自主阅读，培养语文思维素养

在新课改的教育背景下，教师在进行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

学时，若想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必须将重点放在培养和提升学生

的语文思维能力上。这是因为语文思维能力是学生进行高质量阅

读活动的重要基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依据阅读教学

的具体内容，设计并提出一些开放性的议题，然后通过提出具有

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阅读，从而激发学生对阅读材料的

深层次思考，进而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水平。

以《沁园春·雪》这首诗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

一系列问题，激发学生利用互联网资源，搜集并研究毛泽东的其

他诗词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诗词特

点，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此外，

在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中，学生还可以通过学习《七律·长征》

这首诗，体会到红军战士面对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和

无私奉献精神，以及他们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崇高爱国情怀。通过

这种方式，教师运用问题引导阅读教学，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学生

的阅读兴趣，还能在无形中促进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学生

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文本作者的情感和品质，

这对于学生语文思维素养的培养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五）重视阅读评价，强化阅读效果

在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过程中，读后的总结与评价环节

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环节的精心引导，对于学生巩固所

学知识、深化阅读情感、促进综合语文素养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因此，教师在学生完成整本书阅读后，应积极发挥引导

作用，组织学生开展读后总结与评价活动，以此巩固教学成果。

以《藤野先生》一文为例，教师可组织“语文阅读分享大会”，

鼓励学生畅谈对文中人物的理解、写作手法的运用、经典词句的

赏析等。学生分享完毕后，教师应结合学生发言进行精辟总结，

帮助学生梳理和精简观点，从而加强阅读效果。

除了教师的评价外，学生间的互评同样不可或缺。通过互评，

学生能够从多角度、多层面审视文本，拓展思维空间，完善思维

体系。同时，学生还应进行自我评价，对自身在语文阅读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并与同学、教师分享，借助集体智慧解决

问题，实现语文阅读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学习效果的提升。

五、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新课标下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质量，

教师可以精选阅读内容，激发学生兴趣；明确阅读主题，提升语

言构建能力；发掘阅读材料联系，培养文化理解素养；引领学生

自主阅读，培养语文思维素养；重视阅读评价，强化阅读效果等

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新课标下初中语文大单元阅读

教学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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