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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情境教学研究 
◆杨  雪 

（肥东县梁园中学  231617）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不断发展，初中语文教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素

质教育的推动下，小说阅读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日渐突出。

这就需要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模式，采取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激发学
生的阅读兴趣，从而提高小说阅读教学的实效性。而情境教学作为小说

阅读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教学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此，

本为针对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情境教学进行研究，阐述了具体的教学策略，
旨在提高初中语文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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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阅读教学作为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学生

的语文核心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小
说阅读教学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
教师要重视小说阅读教学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然而，就目前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的现状来看，其教学模式还
存在一些问题，而情境教学的引入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
怎样在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中开展情境教学呢？这是本文重
点研究的内容。 

一、目前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师缺乏对小说阅读教学的重视 
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农村地区的教师并没有树

立对小说阅读教学的正确认知，他们认为，小说阅读对于提高学
生的语文成绩没有任何作用，即使认真学习，在今后的考试中也
不会考察。[1]这种错误的认知观念导致教师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
并没有为学生提供自主阅读小说的机会，也没有对学生进行有效
的阅读指导，更不要说为学生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了，这种教学
理念对于学生今后的长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就目前农村学校中阅读教学的现状来看，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学生受教师的影响，并没有给予小
说阅读应有的重视。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一味的追求语文
成绩的提高，忽视了对自身综合能力的培养，造成学生的阅读质
量低下。另一方面，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有的学生热
爱阅读，但是缺乏有效的阅读方法；有的学生只关注语文教材中
的小说内容，缺乏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有的学生甚至不会阅读，
严重影响了语文素养的提升。 

二、优化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情境教学的具体策略 
1、加强对情境导入的重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1）音乐导入 
音乐作为一门最能打动人心的艺术，在小说阅读活动导入环

节利用，不仅可以使学生沉浸在美妙的乐曲中，还会带动学生的
情感体验，在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为学生与文本的共鸣
打下坚实的基础。[2]例如，在讲授《黄河颂》时，教师可以利用
一些具有爱国情怀的音乐作为课堂导入，比如“长江之歌”、“保
卫黄河”、“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利用优美的旋律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让学生置身于美妙的歌声中，引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和民族
情怀，然后教师抓住时机，为学生朗读《黄河颂》，学生在悠扬
的歌声中，能够更好的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情感，从而激发起学生
深入阅读的兴趣。 

（2）故事导入 
故事与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因以生动鲜明的人物形

象、跌宕起伏的情境、栩栩如生的环境而引人入胜。因此，在组
织小说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为学生讲一个与教学主题相似的小
故事，引导学生在短小精悍的故事中产生情感体会。例如，在讲
授《丑小鸭》时，为了更好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可以利用
一些名人的事迹作为教学导入，比如曼德拉的传奇事迹：曼德拉
从小就经常目睹当地大酋长在解决部落争端过程中被白人政府
的法律所约束，他逐渐萌发了寻求正义和平等的理想。他多次领

导同学抗议学校的白人法规，甚至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在
一次次的“斗争”中，他取得了成功。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明白了
什么道理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
我们就会发现属于我们的美丽，就像接下来这只“丑小鸭”一样，
我们看一看在它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这样不仅能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而且还能扩展学生的知识面。 

2、采用创新性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1）引入背景 
初中生在开展文学作品阅读活动的时候，不仅要理解文本的

基本含义，还要对文本进行探究，发现作者孕育其中的思想倾向。
由此可以看出，在引导学生阅读小说的时候，教师需要从背景入
手，使学生站在当时当地的环境下，站在作者的位置设身处地地
感知文本内容，从而引发学生的感情共鸣。例如，在讲授《闻一
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闻一多的
个人资料和生活背景，让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闻一多生活的年
代是多么的混乱，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闻一多的精神和行
为是多么难能可贵，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文章对闻一多先生的赞
美，以便激发学生的感情共鸣，从而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民
族凝聚力。 

（2）角色体验 
小说阅读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与文本进行对话交流，与作者

产生情感共鸣。[3]因此，既然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是由作者“化
身”而来的，教师不妨引导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站在主人公
的角度，以话剧的形式将故事呈现出来，将生涩的文字转变为生
动的画面，促使学生更好的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获得良好
的教学效果。例如，在讲授《皇帝的新装》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开展学习活动，教师为学生安排角色：皇帝、
骗子、大臣、孩子等，然后学生通过生动的表演还原故事情节，
最后教师与学生一起对文章进行总结，归纳出故事的实质内涵：
做人要诚实，否则迟早会被揭穿，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活
方式和人生态度，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结语 
综上所述，阅读能力作为初中生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对于

学生今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广大教师在语文教
学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以便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升。而小说阅读教学作为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
之一，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而且还能丰富学生的写作
手法，从而为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所以，语文
教师要充分发挥情境教学的优势，积极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从而提高学生对小说的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进一步提
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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