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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中语文教学而言，阅读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直接影响学生们的能力增长。为此，教师就要对此予以全面关注，
将学生当作课堂的主体，运用最为合理的教学模式，传递内容，提
升教学有效性。

1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1阅读教学极为程式化
当前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在授课的时候，总是喜欢将一篇完整

的文章拆分成多个部分，之后再逐一展开讲解，将知识内容强
行塞给学生。整个教学工作极为死板，课堂氛围也非常沉闷，
使得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变得越发低下。究其原因便是教师没有将
这篇课文当作是一个完整的文章展开分析，学生们看似理解了每
一个部分的内容，但却仍然没能理解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不懂得其中的中心思想，进而使得学生们的能力发展受到限制。

1.2阅读模式极为形式化
当前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很多教师都开始采用多媒体授课的

方式。尽管这种模式有着多方面优势，但部分教师对多媒体本
身的理解产生了偏差，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时尚，因为所有人
都在用，如果自己不用就意味着落伍。带着这样的想法进行授
课，整个阅读教学就会被各种毫无意义的视频内容所填满，看
似学生们阅览了诸多资料，整个课堂的氛围也不错，学生们也
非常满意。但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并没有真正学会什么，也不
懂得有效应用，如此教学自然无法令人满意。

1.3阅读方式极为艺术化
当前很多语文教师的思维模式极为固化，对教学方案和设计

有着非常高的依赖性。尤其是在设计方案的时候，总是提前将每
一个因素考虑进来，设想好所有情况，甚至连学生的想法和答案
也都考虑了进来。尽管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率，但却使
得课堂变得极为死板，使得师生之间的互动效果无法达标。整个
课堂感觉就像是一个工业机器，基于特定的程序，自主运行，而
对课堂活动的实效性完全忽视。如此一来，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就会有所下滑，对阅读本身不会有太多兴趣，进而影响了个人能
力的增长[1]。

2  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有效性的方法
2.1优化问题设计的模式
在初中教育中，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一直都是重难点。因此，

在进行阅读教学时，教师就需要尝试将学生们潜在的积极性全部
调动起来，优化问题设计模式，引导其积极探索，进而增强自身
能力。例如，在对课文《孔乙己》教学的时候，教师就能根据“孔
乙己”这一名字展开提问：“大家是否知道‘孔乙己’的原型呢？
在你们的生活之中，是否见到与孔乙己非常相似的人呢？”依靠
这一方式，就能促使学生的兴趣得到有效激发，从而能够明白孔
乙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并且通过交流后，最终发现问题的
答案——孔乙己名字的原形原来是孔仲尼（孔子）。之所以会有这
种想法，主要是因为二者的性都是“孔”之外，“乙”和“仲”都
有第二的含义，而“己”又和“尼”的发音十分相似。如此一来，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就能得到提升，进而促进了学生的个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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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依靠情境创设提升教学质量
尽管部编版语文教材中的文章都有着较高质量，但全都是文

字内容，若教师选择直接讲解，很难保证学生们全身心融入到课
堂之中，造成教学质量下降。为此，教师就可以采取情境创设的
方式，引导学生投入进来，从而能够更好地展开思考。一般来说，
最为常见的方法便是多媒体视频播放[2]。

例如，在对课文《变色龙》教学的时候，教师就可以互
联网中搜索一些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中进行播放。学生们
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阅读原文，一同对比，思考二者的差
异，从而能够更好地完成内容感知，提升学习效果，加深对人
物的印象。之后教师再趁热打铁，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理解，
对原文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编制一段简单的短剧。不同
学生由于对文章的理解有所差异，实际呈现的内容自然完全不一
样。相比于传统教学模式，显然这种方式更具吸引力，对学生
们有着更高的吸引力，帮助其更好地完成文章学习。

2.3对教材内容展开拓展
对初中语文教学来说，本身不能脱离教材，但也不能完全

拘泥于此，而应该对其完全超越。不然整个教学活动就会变得非常
死板，失去了灵活性，对于提升教学有效性没有任何帮助。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教师就要尝试对教材内容展开拓展，促使学生们接触
到许多课外知识，丰富自我认知，增强自身水平。例如，在完成古
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教学之后，教师就能将全班学生分成
多个小组，让其一同展开探究，并尝试搜集一些和咏月存在联系的
诗歌。不同学生的想法有所区别，实际收集的诗歌自然也都完全不
一样。之后，每个小组可以选派一名代表，分享本组选择的诗歌，
并谈一谈本小组选择这首诗歌的目的，而其他小组需要认真聆听，
提出自己的想法。通过全面分享之后，学生们对于“咏月”的古诗
便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而教师则可以将全班收集的诗歌整合在一
起，编制一般电子版《咏月诗集》，在每一首诗歌旁边，都会附上
一张学生们自己拍摄的照片。在课余时间，大家可以自由阅览。如
此一来，课堂教学的质量就会得到提升，学生们的知识范围也会有
所拓展，进而使得自身综合能力得到提升[3]。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教学活动之中，阅读一直都有着非

常高的地位，甚至直接决定教学的实际效果。为此，教师就要在
方法层面深入考虑，结合学生们的情况，不断优化，引导学生积
极投入进来。长此以往，学生们的整体能力就会达到更高层次，为
其个人发展带来了诸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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