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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小衔接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探析
刘　越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随着课程改革深入，初中语文教师应对中小学语文衔接教学提起充分重视，通过积极分析中小学语文教学间存在的差异，理

清影响学生语文学习质量提升的障碍，这样方可促使其更为高效地学习语文知识，提升教学质量。鉴于此，文本将针对初中语文教学视

角下的中小学语文衔接教学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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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小

学语文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在步入初中后似乎变得不会学习语

文了，其语文成绩也出现了雪崩式下滑。针对这个现象，需要教

育者对此提起深入关注。很多研究者认为，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

在于，学习小学语文和初中语文的方式不同，很多学生没有掌握

正确的学习技巧、形成相应的学习思维，这就导致其在步入初中

阶段后，难以展开高效的语文学习，从而导致成绩下滑。很多教

育者也是从这个层面入手分析，并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法，但是他

们的研究视角大多是从初中语文教学出发，忽视了中小学语文教

学衔接问题中初中语文教学的影响因素。因此，笔者将从初中语

文教学视角入手分析，并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差异点展开分析，

以此提升中小学语文教学衔接质量，提升育人水平。

一、中小学语文教学间存在的差异分析

（一）教学体制不同，教学思维局限

当前，初中和小学完全混合的学校并不多见，这种分离的教

学体制会对教师的语文授课过程产生不小的影响。很多初中语文

教师并不具备初中教学的经验，导致他们在理解中小学语文教学

衔接时，只能从理论层面展开分析，缺乏实践经验的指导。同时，

在很多初中院校，具备小学语文教学经验的教师少之又少，这就

导致这些初中语文教师很少有机会和有经验的小学语文教师展开

深入讨论，对中小学的教学标准、教学形式、授课内容等因素并

不了解。甚至部分教师认为，小学语文教学和自己没有关系，自

己只需做好初中阶段的授课工作就行。这样的想法极为片面且不

正确，对后续小学生步入初中展开语文学习十分不利。在教学目

标设定上，初中语文教师也大多是以中考为教学目标，对学生后

续发展关注程度不够。同时，部分小学语文教师也认为初中语文

授课内容非常简单，甚至还会抱怨有的初中语文教师“教错”了

知识。这种局限性的教学思维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对后续中小

学语文衔接教学水平提升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二）课程标准不同，教材差异较大

通过对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展开分析我们能够得知，初中阶段

的语文课程是对小学语文的延伸与拓展。课程标准是教育者实施

授课的力量依据，也是教材内容的指南针，它的差异会导致中小

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区别。另外，初中层面的语文教材更为形象，

整体的内容较为通俗，能够较好地满足初中生的认知特点，其内

容与生活实际的联系也比较紧密。同时，在研究一些语文问题时，

一般都是先从现象出发，引发学生思考，或者是利用语文实验，

让学生结合实验现象对知识展开分析，最后得出相应结论。小学

语文教材的整体趣味性、生动性较高。初中语文教材则不然，它

更偏向于对语文现象、语文实验原理的描述，有了更强的抽象性，

需要学生对概括的知识展开分解，以此探究语文知识的本质。这

对步入初中阶段的小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种教材上

的差异也对中小学语文衔接教学有不小的影响。

（三）与学科的结合层次、深度不同

众所周知，语文与学科的联系紧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学

生只需用简单的学科知识便可解决问题，但是，在初中语文中，

对学生的学科能力有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对学科能力不强的学生

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再如，相比于小学语文，初中语文更重视

学生对语文能力的应用和考察，在很多语文题目中会涉及到更高

阶等层面的知识，还需学生结合想象来进行语文分析，这种将具

象事物抽象为语文模型的变化也对刚进入初中的学生来说十分陌

生。

二、基于中小衔接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一）做好方法指导，保证阅读效果

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若想保证其阅读效果的话，我们

不但要做好他们的阅读趣味激发工作，而且也要给他们提供良好

的方法指导，以此来让他们明白名著阅读并非是囫囵吞枣式的通

篇阅读，应当细嚼慢咽的同时仔细品味其中的文学意蕴，进而提

高其名著阅读的收益。例如，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就非常重视名著

阅读方法的教育。首先，笔者会指引学生去搜集和了解一些名著

作者或者创作背景方面的信息，确保他们能够站在名著作者的角

度来进行阅读，加深其在阅读时的体会。其次，笔者会让学生针

对一些关键事件或者关键人物来进行分析。以此来提高其对作品

艺术特点的把握能力。例如，在《西游记》的阅读教学中，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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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指引学生通过三打白骨精等一些关键事件的分析来思考师徒

四人的各自特点，通过此举来深化他们的阅读体验，提高其阅读

实效。再者，笔者也注重让学生以自我视角来看待名著内容和表

达自己看法。例如，在《水浒传》的阅读教学中，很多学生对于

宋江归降的看法持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宋江归降是自毁前程，有

的认为宋江归降是行走正道等，对此，笔者特地组织了一场关于

宋江归降的辩论会，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历史知识储备和阅历经验

来进行自由辩论，通过这种一环节的引入，不但让学生有了阅读

情感、阅读收获的抒发空间，而且不管是对于他们阅读思维能力

的提升来说，还是对于他们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来说都是极为有

利的。

（二）课中趣味结合，提升教学实效

在教学实践中，为了落实“读写结合”的教育理念，我们有

必要着眼于课堂当中，把握初中课中一切可利用的契机来推进小

学衔接教学的双管齐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教学作为重

要一环，一直以来都属于一个令我们教师头疼的问题，而在初中

阶段，古诗词阅读在教学中的比重则进一步上升。由于古诗词中

的词语大多与现代语言中的意思不同且语言凝练程度较高，常常

令学生望而生畏。同时，结合教学实践来看，以往的古诗词教学

大多围绕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展开，这不但难以获得好的教学实效，

而且也会令学生无法体会其中的诗词意蕴，进而兴趣渐失，给后

续教学的良好推进埋下诸多负面隐患。对此，我们有必要另辟蹊径，

积极将“读写结合”理念引入到古诗词教学之中，引领学生古诗

今译，使他们能够寓情入境，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其中的文学意蕴，

获得语文以及文学素养的有序化提升。例如，在讲授《蜀道难》时候，

笔者一方面和学生一同探讨了古诗的句意和意境，另一方面也指

引学生思考一下如何运用讲故事的形式来描述一下这首诗的内容。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指引学生说一说、写一写，让他们能够在故

事讲述和故事写作当中感受到古诗的魅力，进一步激起他们的学

习热情，同时为他们读写能力的双向提升奠基。

（三）信息手段辅助，激发阅读兴趣

如今，在教育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信息手段在语文教学当中

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对此，我们在落实阅读教学的过程中，

对应小学生对事物充满兴趣的特点，我们在初中课堂同样也可将

信息手段引入到课堂当中，依托其展现力强、视听一体等特点来

提高课堂趣味性，让学生能够在寓学于乐当中获得更多学习收益。

例如，笔者在讲授《骆驼祥子》时，就打造了一个信息化的名著

阅读课堂，一方面借助微课之便展示了一些关于作者以及文章写

作背景方面的文字、图片资源，以此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展开名

著阅读奠基；另一方面在指引学生进行作品阅读之后，与他们一

同观看其同名电影，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进

行对比分析，如让他们说一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原著当中

的人物形象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通过此举，让学生能够

在自己喜爱并且熟悉的信息手段支持下，去感悟名著人物与中心，

进一步激起他们的名著阅读兴趣。

（四）研磨细枝末节，分析深刻内涵

相较于小学来说，初中阅读教学更追求对教学细节的把控。

每一个文章的细节之处都有可能蕴藏着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文本细节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标点符号表现出来，也可以是几个

不经意间的动作刻画，还可以是几句简单易懂的人物语言。教师

在教学活动当中应该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对文章的细枝末节之处进

行打磨，寻找出来一个突破口，引领学生与作者展开深入对话。

在教学朱自清的《背影》时，教师可以提醒学生重点关注父亲背

影的衣服颜色以及“攀”“微倾”“缩”等爬月台时的动作，通

过这些动作细节来表现出一个老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倘若学生

只是粗略地翻读这篇文章，倒也可以读懂其中的父爱之情，但是

这种情感体验大部分是不深刻的。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分析父亲的

外貌以及动作细节，让学生感受到父亲虽然老境颓唐，身体行动

不便，但依然心系儿子，艰难地爬上月台为儿子买橘子，学生通

过以上场景的刻画亲身体会到父爱如山海般伟大。因此，在阅读

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捕捉文字细节，深入探究文本，从

而分析文本的深刻内涵。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中小学语文衔接教学水平，在中小衔接

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地尝试引导学生进行深

度阅读，帮助学生从阅读的“表层”进入到“深层”，从文章的

深层挖掘作者的写作背景，进而探索作者丰富的情感世界；研磨

文章的细枝末节，透彻分析文本的深刻内涵；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

始终保持学生对于深度阅读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实现与文本的真

正对话，帮助中小学生提高小学到初中的适应性深度解读能力的

目的，为教学学生深度阅读打下牢固的地基，为培养学生语文学

科阅读核心素养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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