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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教学背景下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性分析
秦　慧

（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新疆 乌鲁木齐市 830000）

摘要：由于阅读者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的思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初中生对于阅读内容会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教师运用多元

教学法，适应初中生的思维特点，适应不同的教学内容，最终达到提升初中生阅读能力的目的。本文从具体实践教学的角度入手，进行

简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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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教师运用多元教学模式的过程中，

需要让初中生“真诚”“真心”“真感情”，让初中生在阅读中，

去感悟，去反思，并从实际的角度入手，深入解读文本，让真正

在阅读中，感受人性的美好、文字的魅力。

一、运用实践教学法，提升初中生领悟自然之景的能力

教师在写景性文章的教学过程中，以实践教学为突破口，以

调动初中生的视觉、听力等多种器官为手段，让初中生融入到相

应景物的赏析过程中，并联系文本中的描述，提升初中生的自然

之景领悟能力。与此同时，教师以搭建交流性舞台为途径，并结

合初中生的思考成果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让初中生的观察更具有

方向性和科学性，提升初中生自然之景的领悟能力。

以《记承天寺夜游》为例，教师以实践教学为突破口，将学

习的舞台“搬”到生活中，提升他们领悟自然之景的能力，并提

出如下问题：请观察夜晚树木在月光下的倒影，并联系文章中的

描述，感受文字的优美、自然之景的优美。一位初中生说：作者

步入满院中，被其中的月色所吸引，顿生错觉。大地如积水空明，

何等清澈。怎么还看到横斜交错的各种水草，在院中？何来水草

呢？教师以实践教学为载体，让初中生领悟自然美，感悟文字的

词藻之美，获得良好的实践教学效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教

师要让初中生多发言，敢于发言，并让初中生从个人的视角，讲

授观察的感受，培养初中生的语言组织能力，也让他们真正感受

自然之美，感受文字之美。

二、采用微课教学法，提高初中生文章的整体感知能力

众所周知，初中生已经具备基本的语文学习能力。与此同时，

教师也应剔除个人大包大揽思维，为初中生提供交流舞台，让初

中生发表语文学习看法，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培养初中生整体把

握文章的能力。为此，教师运用微课，即在课前布置问题，让初

中生提前学习，提高初中生的文章整体感知能力。

以《背影》教学为例，教师让初中生独立学习，并在课堂交流，

也给予相应的评价。微课问题：问题一，我与父亲最后一次见

面的地点、时间以及当时所处的背景是什么？问题二，请在文

章中找出描写背影的句子，分析其中的情感。请应用简洁的语

言概述。这种问题式教学的优势是：初中生可以在回答问题的

过程中，构建各个问题点的连接，并对文章形成整体性的认知。

此外，教师可以根据初中生学习状况，给与相应的引导性评价，

让初中生感受到个人阅读中的优势，知晓阅读中的不足，并进

行改正，提升初中生文章的整体感知能力。在上课后，教师邀

请初中生表达。初中生说：“本文的文眼是‘我最不能忘记的

是他的背影’，在别后怀念父亲的时候想起了背影。”教师利

用微课教学，让初中生独立解决相应的学习问题，也让初中生

在教师的指导下，提炼关键性的要素，提升对文本的理解，增

强他们的文本感知能力。

三、运用问题创设法，增强初中生的人物分析能力

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人物分析能力是最常见的阅读考察

方向的题目。教师既要增强初中生的人物分析能力，又要运用合

适的方法进行相应的教学，让初中生感受到人物分析能力的趣味

性，让初中生全身融入到此部分内容的探究中，增强初中生的语

文综合阅读能力。为此，教师注重从问题创设的角度授课。更为

重要的是，教师会以初中生的阅读思路以及阅读感受为切入口，

开展相应的指导，让初中生的人物分析更具有方向性，增强初中

生的阅读能力。

以《藤野先生》为例，教师考虑到：假如直接提出人物分析

的问题，初中生存在难以解答，并出现排斥语文学习的情况。对此，

教师注重运用“大目标划分成小目标”的方式，注重将人物分析

的内容细化，并提出如下的问题：（一）文中具体写了作者与藤

野先生交往的几件事？用小标题概括。（二）谈谈作者笔下的藤

野先生，又有哪些可贵的品质？哪些语句可以体现这些品质？教

师为初中生提供几分钟的思考时间。在大部分初中生思考结束后，

教师鼓励初中生表达。小陈说：“先生为我添改讲义，纠正解剖图。

这件事说明先生的认真负责……”教师提出问题，让初中生进行

相应的解答，给予他们针对性的指导，提升初中生的人物分析能力。

此外，在人物分析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给与初中生正向评价，给

予初中生相应的阅读指导，真正让他们感受到人物分析的趣味性，

并注重从语境、作者情感以及阅读技巧多个角度，进行此部分内

容的探究，真正促进初中生阅读能力的增强。获得良好的问题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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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写促读，提升初中生的阅读水平

在初中语文阅读课堂中，教师可借助《学写读后感》这一单

元，让初中生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写作，使他们在纠正写作错误

的过程中掌握相应的阅读技巧，促进初中生阅读水平的提升。更

为重要的是，教师可选择具有开放性的阅读任务，让初中生以个

人的爱好为出发点进行针对性的阅读，激发他们的阅读学习积极

性。与此同时，教师可根据初中生的阅读写作状况给与相应的评价，

让他们获得读写能力的双重提升。

以《学写读后感》为例，教师让初中生选择个人喜欢的内容

进行阅读，并让他们以读后感的方式记录个人的心得，或是掌握

的方法。在此之后，教师构建交流性的舞台，让初中生在分享的

过程中获得阅读与写作的自信心，使他们在他人的指正中掌握相

应的写作方法，让初中生以写作为反思点，即思考阅读中存在的

问题，促进初中生阅读水平的提升。对此，教师可作出如下提示：

提示一，读后感是什么？读者在读了相关的文章，或是书籍后，

将个人的体会写下来。提示二，写好读后感的方法是什么？读者

需深入理解、感悟阅读内容，并形成个人的独有体会、感受。此

外，在日常的阅读中，读者可进行批注，比如运用不同颜色的笔，

或是画不同的符号标注相应的句子，并写上个人的感受。在此，

教师介绍一位初中生的分享内容。小冉说：“我最近读的是一本

《基督山恩仇记》，当主人公唐泰斯迎来事业和爱情双丰收时，

主人公因为受到恶人的陷害导致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并

不是主人公人生的终结，而是主人公‘新’人生的开始。主人公

上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补习班’，并因祸得福，获得相应的‘绝

世神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遇到挫折，我们只有等待，

并在等待中充满希望，真正树立良好的心态，迎接美好的到来。”

通过开展以读促写的模式，教师让初中生从个人的爱好出发，深

入进行相应文本的阅读，让他们真正去理解小说中的行文脉络的

同时，促进初中生优良品格的形成，提升他们的阅读水平。

五、采用生活化教学，让初中生的阅读赋予真情实感

教育的本质不是让初中生记住知识点，而是使他们带着个人

的生活经验走入文本的阅读中，解读文章中的“人情味儿”，感

受文字中蕴含的真情实感。为此，教师构建生活化课堂，让初中

生以个人的生活为立足点，使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即从作者的角

度思考阅读内容，感受文字元含的情感，体会文章中的情节之美，

促进初中生阅读能力的提升。

以《散步》为例，教师让初中生从孩子的角度思考爸爸、奶奶、

妈妈各是什么样的人？这篇文章运用了何种写作方法？请尝试从

生活化的角度解读此部分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教师一方面要让

初中生积极说出个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又需纠正他们在表达中的

错误，让他们逐步获得阅读能力的提升。初中生一说：“我从个

人生活的角度，即联想生活中自己的家人，并结合课本中的论述

得出下面的结论：爸爸是一个富有责任感和孝顺的人；妈妈是一

个体贴、温柔的人；奶奶是一个充满慈爱，且懂得体谅他人的人；

‘我’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这篇文章运用的写法是以小见

大，即通过一个小主题反应一个大主题。在文章中，作者通过描

写生活中平凡的小事折射出孝顺、体谅等优秀的文化品质。”通

过开展生活化的方式，教师让初中生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入手感受

文字背后的深厚情感，并加深对生活的体悟，陶冶初中生的情操，

促进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能力的提升。

六、搭建阅读教学辩论赛，让初中生获得个性化阅读体验

为了培养初中生对借景抒情这种写作手法的掌握能力，培养

初中生独有的个性化阅读体验，初中语文教师进行阅读教学时，

可结合实际问题，引入相应的教学方式，让初中生深入思考文章

中的情景，感受作者写作手法，并真正在理解景物特征的基础上，

获得独有的阅读体验，真正促进初中生阅读水平的增强。为了获

得这种阅读教学效果，教师可通过组织辩论赛的方式，即在充分

尊重初中生个体独有阅读体验的基础上，让他们充分发表阅读中

的看法，甚至让他们之间针对某一写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提

升初中生的文本解读能力，让他们获得良好的阅读体验。

以《小石潭记》为例，教师让初中生阅读文章，并思考文章

中是写水清澈，还是写鱼多？请找出具体的句子支持个人的看法，

并谈一谈景物背后作者的情感。初中生一说：“文章主要写的是

鱼多。比如‘谭中鱼可百许头’，这句话是写的鱼多。”初中生

二举手说：“‘无所依’‘水尤清冽’‘日光……石上’表示的

是水的清澈。”在初中生的争论中，教师启发性说道：“通过描

写水和鱼，主要是表达作者的何种情感？请尝试从文章创作的背

景及作者的人生处境分析！”在一阵沉默后，小冉说：“‘乐极

生悲’是人们情绪的变化规律，而作者的心情同样遵循上述规律。

作者在看到众多的鱼以及清澈的水时，联想到个人的人生经历，

即贬为永州司马，心情由喜转悲。他将自己想象成这眼小谭，即

小谭虽美，却处凄凉之地，好比个人虽有才华，却处于山泽之间，

表达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之情。”教师以辩论赛为切入口

让初中生在争辩中深入解读文本，随即在教师的启发之下从不同

的角度阐释文本，让他们真正形成个人独有的阅读体验，促进初

中阅读教学质量的提升。

总而言之，教师在运用多元教学法，开展阅读教学中，需要

为初中生开辟一片展示个人思绪的天地，一片交流的舞台，让初

中生感受人性，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增强初中生的阅读能力，

发挥多元教学的积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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