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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丰富知识体系，了解人

生哲理，塑造良好品格，同时还可以提高写作能力、鉴赏能力和感悟能力，并以此为桥梁，促进学生语文

阅读素养的提高。这就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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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重视阅读教学，不仅要教授

学生赏析文章的技巧，还要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顺势激

发，要让学生体验到阅读的乐趣，提升语文能力。这就对

教师的阅读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学模式

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学习形式，使得教师必须要对教学策略

进行革新，激发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兴趣，最终促进教学

目标的实现。 

1  立足整体，统筹全局 

语文教学越来越强调“整体阅读”的重要性，提出语

文的“单元教学”。教学单元的整体性要求在教学的过程中

不能将一个单元的课文内容割裂开来，而是要放眼整个单

元的教学目标，树立整体意识，围绕着单元主题，在知识

结构上进行整体把控，以课文的重难点为基础，明确各个

文章的内在联系。例如，在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展

现了伟大而艰辛的民族复兴的历程，赞颂了革命者们为了

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目标，所进行的艰苦斗争，

体现了其不屈不挠、意志专一、不畏强权、勇敢真诚的优

秀品质。这一单元的文章既含有深沉的情感，又可以引发

学生理性的思考。这一单元中分为“单元导语”“课文”“学

习提示”“单元研习任务”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紧紧围绕

着培养学生阅读能力这一目标展开，教学中要将第一单元

的五篇文章作为一个整体展开教学，不可割裂开来。 
除了单元教学的整体性，在教授每篇文章时，也要树

立整体意识。在单元教学的基础之上，结合单元目标围绕

单元主题，厘清每篇课文的重难点，在不断研读教材的过

程中，确定每篇课文的教学目标，真正明白作者想要告诉

读者什么内容，在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想要把握作者的写

作意图，就必须着眼整体。但是学生在回答文章阅读的相

关问题时，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句话，也就

导致回答不完整，不全面，从而得不到高分，从而使得语

文成绩“原地踏步”，造成语文成绩难以提高的假象，导

致学生慢慢失去了语文的学习兴趣。这就要求教师更要注

重学生的兴趣培养，“满堂灌”的形式已经不再是当下语

文教学的要求，教师在教的过程中，更需要立足整体，以

培养学生的整体阅读能力为目标，在掌握全文内容的基础

上，解读作品内涵。例如，在讲解夏衍的《包身工》时，

学生可能仅仅能看到包身工生活环境的恶劣以及生存的

艰难。这时,学生已经对课文内容有了初步了解，教师就

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合理引导，让学生找出文章

的写作线索，分析包身工命运悲剧的基本原因以及根本原

因，这种现象对我们当今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提高学生

的社会使命感。通过这样一番分析，学生就能发现包身工

的发展历程，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

握。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例，教师要紧紧

抓住“榜样”两个字，让学生读完文章后总结焦裕禄同志

作了什么事，为什么说他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思考焦裕禄的做法对你有什么启示，你对焦裕禄

的做法是怎么理解的。在整体阅读中，学生掌握文章的全

局，也就把握了作者的写作情感。 

2  重在引领，强化领悟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

养。而教育学理论也指出在培养学生能力的过程中，离不

开教师的引导。在实际的语文课堂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要以学情和教学内容

的难易程度为基础，制定适合学生学习形式和教学方式的

教学步骤；第二，在教学活动中，要因势利导，选择适合

学生的教学方法，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再使

用合适的语言和借助多种媒介，提高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

性，最好教师也能参与其中，和学生一起品尝成功的果实，

从而形成有效课堂。在“以学生为核心”的指导原则下，

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其中，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展现出来，

不断发展其阅读能力。问题式情境创是新课改后一种新的

教学方式，在教学中使用也较为频繁，它是通过设置合理

有效的问题来达到有效阅读的目的。它不仅可以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文章阅读理解能力，还可以促

进课堂气氛的活跃程度，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教

学内容。例如，在学习陆游的《书愤》这首诗时，根据学

生的理解能力和教学目标，笔者设计了问题：这首诗的诗

眼是哪一个字？学生们很容易找到是“愤”字。接下来笔

者又进一步提问：作者为什么要书写自己的愤怒？作者的

愤怒体现在哪几个方面？请结合作者的身世结合诗歌内

容进行回答。同学们根据已学过的陆游作品和作者身世在

合作探究过程中也能分析的很好。在以上问题中，笔者立

足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阶梯式提问，以文本为核心，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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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生自主思考。若深度提问之后，学生回答有一定的难

度，可以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进行解答，从而促进学

生语文阅读素养的提高。 

3  德智结合，加深体验 

教师要深刻解读语文新课标，要深刻意识到语文的阅

读教学，不能仅仅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为目标，更为重

要的是要让学生享受阅读体验，获得知识的同时提高道德

修养。教师可以将德育教育渗透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

学习文章的过程中，对现实社会进行思考，启发自身，在

此基础上，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进行道德渗透的最好文

章就是教材，部编本高中语文教材都是优秀文章，教师首

先要做的就是自己理解文章内涵以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在

教授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与作者产生共情，将情感体验放在

重要位置。学生如果能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者当时的

处境，就更能理解作者的所作所为，才会产生情感的升华。

所以教师更要提高对学生的引导，通过各种教学活动，使

学生在阅读中得到情感的体验，达到文化与道德的深度融

合，实现提升文本阅读能力的目的。 
以《我与地坛》为例，这篇文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写

景文章，更为重要内容是作者要写出自己对于母亲的愧疚

和忏悔。写作视角非常独特，情感深厚，是一篇非常优秀

的描写亲情的文章。笔者以分析作者母亲人物形象为引子，

指导学生回答出母亲是一位爱儿子但又怕儿子的形象。引

导学生思考在现实中，自己对于家人的态度与感受。通过

对母亲的形象的分析，引导学生珍惜亲情，具有很好的教

育意义，在潜移默化中，也提高了学生的阅读素养，真正

实现育人价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篇文章是一篇慷慨

激昂的开幕词，这篇文章语言真挚，富有感染力。教师要

指导学生在反复诵读中不断感悟文章的精彩语句，特别是

对于其中的关键字词要让学生体会语言的魅力。通过对学

生的指导，让学生品味感情，领悟情感，从而使学生感受

毛泽东同志讲话的感染力。同时也要对文章的历史背景进

行渗透，让学生对文本有更深的理解，认识到人民英雄的

勇敢无畏与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提高学生的自豪感。 

4  教学模式多样化，丰富学习形式 

当今教学已经不再仅仅是“黑板模式”，这种模式已

经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满堂灌”的教学形式也只

会让学生对语文失去兴趣,同时这种教学方式几乎不给学

生思考时间,学生被动接受也只会导致学生的赏析能力得

不到提高。这也就需要多种教学模式，教师要创新教学形

式，创新教学内容，以促进学生学习兴趣为前提，提高学

生的语文素养。例如，在学习周婷、杨兴的《别了，“不

列颠尼亚”》时，让学生通过阅读理解文章内容之后，可

以让学生观看香港回归的珍贵视频，将学生的兴趣激发出

来，让学习氛围更加轻松，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的额民族自

豪感。在学完之后，为了让学生有更深刻的感受，教师可

以让学生表演一段香港回归后的采访，分别以查尔斯王

子、彭定康、香港行政长官、香港市民位采访对象，来体

验不同人物对于香港回归的不同感受。同时也可以让学生

写一段新闻，分别以中国记者和英国记者的身份，让学学

生感受不同的书写语气，这就使得学生在不知不觉间掌握

了本文的写作情感，满足了学生的阅读需要，也达到了理

想的学习效果。教师也可以借助借助想象和联想让学生深

入掌握知识点。 
以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为例，这首诗写了李凭弹箜

篌的美妙音乐，音乐本来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

李贺的诗句通篇借助联想和想象的手法，让人仿佛也沉迷

于李凭优美的乐曲中。教师可以在讲解前期播放一段箜篌

的声音，在乐曲中进行有感情的朗读，让学生闭上双眼，

进行大胆的想象，感受李凭美妙的乐音，这样也促进了学

生的想象能力。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中进行小组教学，在讲

授的过程中将学生进行分组，但是分组也不能随便进行分

组，尽量将能力强的学生和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分到一

组，做到每组能力平衡，促进小组水平的均衡性。例如，

在讲授《苏武传》时，可以将学生分为两组，每个小组都

有各个层次的学生，分别演绎卫律和李陵与苏武的谈话，

让同学们在其语气与措辞中分析卫律、李陵、苏武三人的

人物形象，感受卫律的骄傲自大，李陵的意志不定，苏武

的勇武不屈。在苏武令人敬佩的人生经历中学习苏武的坚

贞不屈而又对国家坚信不疑的爱国情操。这样的教学形式

让学生产生对于人生、对于命运、对于国家的深层思考，

以苏武为榜样，促进学生爱国情怀的提高。 
阅读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

讲，阅读教学的有效落实也会促进语文教学的提高，从而

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提高学生的

鉴赏水平。教师背负着做学生的引路人的使命。在教学中

要注意运用多种教学方式，立足整体，把握作者的思想情

感，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和能力，塑造完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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