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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个性化阅读在促进核心素养提升中的策略探析 
余威 

（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新市中学  湖南  汨罗  414400） 

摘要：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如何有效培养并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是众多一线教师的
重点研究课题。而在初中阶段的众多学科中，语文作为一门基础性课程，其更需要教师不断地探索如何促进学生在语文核心素养方
面的提升策略，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创新创造能力，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能力提高。作为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难
点，有效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有利于提升学生整体的核心素养。对此，笔者总结既往教学经验，并查阅相关的文献后开展此次研究，
针对初中语文个性化阅读在促进核心素养提升中的策略提出了几点拙见，旨在此与广大的教师同仁共同探讨，以有效促进学生综合
能力以及核心素养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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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alysi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personalized reading in promoting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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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concept of quality education, how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and enhance the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is the focus of many front-line teachers. Among many subjects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is a basic course, which requires teachers to constantly explore how to promo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Chinese strategies,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us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ability 
improvement. As a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n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effectively improving students' reading level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students' overall core literacy. To thi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past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after consul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aimed at junior middle school language personalized reading in promoting core literacy strategy put forward some humble opinion, in 
ascension to the colleagues to discuss with all the teacher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enhance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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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也在

不断提升，因此在现阶段的教育教学中提倡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以

及综合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就业中形成自身优势[1]。作为

一名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师，如何在该学科中有效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呢？这是众多一线教师在近年来重点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在

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阅读是教学中的一个重难点，而且在近年

来有相关的研究学者指出，有效促进初中语文的个性化阅读教学能

够在较大程度上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基于此种情况，笔

者在总结自身既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查阅相关的参考文献，针对

初中语文个性化阅读在促进核心素养提升中的策略提出了几点看

法，现进行如下报道。 

一、充分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及课堂主体地位，加

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有效开展因材施教 

在既往传统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往往在课堂中为主

体，而学生被动地听教师讲，久而久之，课堂气氛沉闷，不利于学

生发散思维，甚至部分学生产生畏惧老师的心理，这与有效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理念是相悖的[2]。在近年来的新课程改革中要求，作

为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要加强与学生之间

的沟通，要充分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从而更好地开展因材

施教，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3]。这是因为，师生之间的良好沟

通可以使得教师及时了解初中生的学习阅读情况，从而及时改进教

学策略、方法等，更好地帮助学生提升阅读能力以及核心素养。而

学生也可以通过交流了解老师，适应老师的教学方法，从而实现师

生和谐，这是初中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开展的要点之一[4]。而且教

师对于学生之间个体差异性及课堂主体地位的尊重，能够更好地引

导学生切实提升自身的自主阅读能力以及探索能力，从而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5]。例如，在对《岳阳楼记》这一文章进行阅读教学时，

教师在尊重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

性，有效实施分层教学，帮助每个层面的学生均更好地学习此篇文

章，另外多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具体学情与学习需求，鼓励学

生开展自主阅读，自主查阅与岳阳楼相关的知识以及其地理位置

能，从而有效提升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二、综合利用多种教学手段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有效激

发学生对于阅读的学习兴趣 

在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为了促使个性化阅读有效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教师需要综合利用多种教学手段营造良好的阅读氛

围，有效激发学生对于阅读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欢快愉悦的阅读

氛围中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阅读的个性化与趣味性，这不仅能够

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让学生在学习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进

行主动的思考，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地去解决

问题[6]。例如，教师可以在充分研读教材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游戏

因素的整合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情境，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到个性

化阅读教学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而提升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水平

的提升，从而实现对其核心素养的培养[7]；另外，教师还可以以个

性化阅读教学内容作为中心点，通过相应的课堂提问与教学情境，

对学生加以引导，从而帮助学生不断进行有效的深度阅读[8]。此外，

有相关的研究学者指出，在为学生创造良好学习情境的过程中，教

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如 VR 技术、多媒体视频、

图片、音频等，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9]。 

三、充分将阅读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关联，提高学生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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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对阅读内容、材料的理解能力以及对所

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教师可以在开展个性化阅读时有效结合学

生的实际生活[10]。这是因为语文课程的人文性、综合性较强，其中

大部分的阅读内容在创作时来源于作者的实际生活，因此在学习的

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将阅读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关联，让学生

感受到其所学习的知识并不是高高在上，在生活中一无所用的，而

是能够通过其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有效解决其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的[11]。对此，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并将课堂

中学习到的阅读知识与技巧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从而通过互动和交

流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12]。另外，还可以在

社会实践活动结束之后，写一写实践报告，从而总结自身的在实践

活动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多与教师交流，并进行自我完善[13]。例如，

在对《故乡》这一篇文章进行学习之前，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搜集一

些有关于故乡的故事、照片等，与现在的状况进行比对，看看有什

么变化；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以“故乡”为题，让学生们写一写

自己的故乡，在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提升其写作能力；

或者还可以让学生在课后去采访一些街坊四邻对故乡的认知与看

法，并形成实践报告，从而在多方面体会作者想表达的情感，并在

这些实践过程中提升自身对所学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14]。 

四、引导学生学会分享与交流，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学生对

知识的转化与运用能力 

在个性化阅读教学中，除了选取课本中的阅读材料之外，教师

还可以鼓励学生自主选择其感兴趣的书籍、文章等进行阅读，在阅

读之后，教师可以合理地引导学生积极地分享自己的阅读成果，提

升学生对知识的运用水平和能力[15]。有相关的研究学者指出，学生

之间进行阅读分享，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其自我表达能力，还能够让

学生更好地掌握其所阅读过的知识，增强理解与记忆，另外还可以

提升阅读自信，因此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16]。 

五、拓展延伸，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有研究指出，通过有效的阅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情感共

鸣，从而帮助学生实现自我成长，获得更多的知识。而且学生在阅

读的过程中，还有利于促进其良好品德的形成，从而使其能够端正

学习态度，积极参与学习，进而促进其综合素质及核心素养的提升
[17]。例如，教师可以在学习相关的母爱、父爱课文或者阅读材料之

后，引导学生阅读书籍《爱的教育》，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爱的真

正意义的理解与感受，做到良好的课外阅读延伸工作，从而促进学

生的健康成长与良好品德的养成[18，19]。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素质教育理念的提

出，作为一名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师，要重视个性化阅读在促进学生

核心素养提升中的重要作用，要充分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及

课堂主体地位，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有效开展因材施教；要综

合利用多种教学手段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有效激发学生对于阅读

的学习兴趣；要充分将阅读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关联，提高学生对

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要引导学生学会分享与交流，并在此过

程中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转化与运用能力；要拓展延伸，激发学生的

情感共鸣，从而多措并举，有效促进学生综合能力以及核心素养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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