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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课改所提但的“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的理念正成为教师自觉的实践，在

课堂教学中“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渐成为主流，然而在阅读教学中，虽然多数语

文老师能认识到文本的解读应该是在师生双方自觉主动的基础上，在积极探索的过程中完成，

但课堂现实与课标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值得反思和商榷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本文就

阅读教学中如何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策略作了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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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课堂教学，我们感到：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学语文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课改所提倡的“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的理念正成为教师自觉

的实践。在课堂教学中“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逐渐成为主主流。然而在阅读教学

中，虽然多数语文老师能认识到文本的解读应该是在师生生双方自觉主动的基础上，在积极

探索的过程中完成，但课堂现实与课标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值得反思和商権的问题依

然不可忽视。 
一、问题应由学生生成。 
阅读教学中应当尊重学生独特的感悟，由于经验和能力差异，教师与学生在文本的解读过程

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问题，问题角度也会存在很大差异。而只有学生存在的问题才是最需要

解决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文本，产生问题，提出问题，教师不仅可以整体了解学生认知程

度，也可以了解不同学生理解文本的差异，更有利于针对性的指导学生深入文本，解读文本。

再者，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意识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要培养学生生的的思维能力

首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決一个问题更重要”

ー个什么问题都没有或提不出来的学生是可悲的，而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更可悲。长期由教

师代替思考，由教师代替学生提问题，质疑问难，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利于激发学

生探究欲望，更不利与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思维能力。 
阅读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养成和能力的提高关键在教师，教师要相信学生，依靠学生，

给学生个性思考、感悟的时间和空间，鼓励他们走入文本，与文本对话，质疑问难。 
二、教师要发挥好引导作用 
1．引导不等于主宰 
在实践中，有许多教师将自己定义为教学过程的中心人物，将主导作用演绎为主宰作用，其

启发的内容局限在有关资料及自己对作品的阐释范围内，若出其右，一律打入另另册，从根

本上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扼制了其探究思索、审美创造的欲望。如文章开头教学片段二，

如果我们能利用接受美学指导阅读，便可以很好的化解这种尴尬。审美经验告诉我们，美只

有在审美主体自已感受 
到了才能产生情感上的愉悦。虽然学生因为生活经验、知识涵养、文化底蕴的限制，其审美

活动与再创造能力难免幼稚，甚至不恰当，但如果他的阐释与再创造活动总能得到肯定与支

持，势必能激发其继续学习探索的愿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那么，语文教学剩下的任务便 
是教师自己的专业素养是否能够支撑学生需求的问题了。 
2．引导不等于放纵 
课堂上，学生创造性的火花肯定会经常闪现教师应及时抓住，认真加以呵护、培植、引导。



不过，我个人认：对于学生的“独特体验”不能一味地放任，教师要充分发挥导的艺术，把

握好价值取向。“课标”指出：语文课程要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正确导向，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有一个《隆中对》的教学案例，执教者设置了“评价孔明”的环节。出乎意料的是，有个学

生竟说他发现了诸葛亮的阴招，整堂课上该生侃侃而谈，几乎没有给其他同学留下发言的机

会，教师也被他牵走了。该学生认为：“所谓三顾茅庐全是诸葛亮的一手策划，目的就是为

了抬高自己。他故做高深莫测，摆谱好让刘备言听计从，就同徐庶设计了这么一出戏……”

很显然，这个学生对诸葛亮的评价与文本出现了很大反差，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学生认知该人

物是出现了价值反差。对于这样的发言，教师就要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首先及时叫停，

让其他同同学参与近来。让学生在课堂上辩论，教师从中引导。其次，教师适时补充与“三

顾茅庐”有关的的真实情况。最后，教师也要适时参与，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价值观转到正

确的取向上。充分发挥教师导的艺术，能够把问题引向深入，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说话，才可

以最终解决问题题。课堂上，学生积极说说出自己的看法是不错，但若整个课堂都被这个学

生牵着走就表明了教师在学识、智慧上严重落后。学生的过火言论是在教师无言默许下造成

的。经典不是玩具，不可以随意曲解，特别是价值体系。培养和丰富学生的情感，帮助学生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语文不可推卸的责任，是语文教育人文性的终极目标。教师应

该在合适的时候对学生进行适当引导，不能放任学生把不正确的观点传递给其他同学。 
3、引导的有效方式是追问 
追问是教师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或回答结束后的深入交流引导。它的目的是引领学生生进进

一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走进问题的纵深向思维的新高。没有追问的对话其本质是教师教

的缺位。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学生的学习始终在一个平面上徘徊。学习的形式表面是开放

的，但其本质还是封闭的。成功的追问首先讲究教学契机的微观把握，其次讲究追问内容的

艺术性：追问既要能够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又要能的够有“洞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的

效应。追问的角度有很多，比如在失误处追问，在混沌处追问，在矛盾处追问，在薄弱处追

问等。总之，教师立足于学情的教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设计更多只能是着眼于整体。

教学的艺术还更多的体现在无法预设的细节中。追问便是教学艺术的一种体现。它集中展示

着教师的教学素养和教学机智。追问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教师对教材有深入全面的把握。对

教材的解读越独到越深刻，教师师就越有可能在对话过程中游刃有余，追问的质量就越高。 
3．引导的另一种有效方式是课堂评价 
教师评价要促进学生发展。对学生进行评价是课堂不可或缺的环节，评价是否科学直接影响

着课堂的效果，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教师要努力建立起“目标多元、方法多样”的评价体系。

评价的方式有很多，比如三句话式评价，第一句话是从学生参与学习的情感、态度方面进行

评价；第二句话从学生学习知识的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第三句话对学生学习提出改进的建

议。例如：学生在学习《背影》时，理解“颓废”这个词时，学生说：“我读了句子，我认

为颓废的意思是不振奋。”教师的评价语言第一句是：“你很会联系课文思考问题。”第二

句是：“你的理解很接近。”第三句是：“但是，不能用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来理解词语，再

想想，结合课文中的句子，这个词语怎样理解？”又如追问到底式评价、同步解说式评价、

强调精彩内容式评价、感叹加肢体动作式评价等。教师的课堂评价语言是课堂教学艺术的一

个重要方面。有时，一句看似平常的评价语言，细细推敲，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能

给人很大的启发，能促进学生的发展，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教师在教学中不应拘泥于一种形

式，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课而异，创造性对学生进行 
我们从以上几方面对语文课堂阅读教学进行探讨，要切实提高课堂效率，需要老师深入

学习语文课改理论，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要盲目跟风，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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