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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改的理念，在教学中进一步的渗透，教师对于学生的学

习参与程度具有了更多的重视，“少教多学”成为教学中教师重视的教学

概念。在语文的教学中，这一理念的实现，需要教师对于学生学习行为
进行关注，利用这一阶段学生的特殊学习要求以及学习的特点，展开语

文的学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应用合适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

参与思考，在课下阶段，教师也需要引导学生就学习的内容进行主动的
总结与学习。基于此，本文展开对于初中语文教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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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初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一阶段
中，学生不仅需要对于基础的语言文字内容进行学习，也需要结
合语文的学习内容，应用阅读的方式，对于自我的认知结构进行
完善，应用文学艺术的学习构建一定的审美能力。这些过程在教
师的教学中进行的程度较为有限，学生需要通过自我的学习、理
解、思考，完成深化的领悟。因此，在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提升需要重视。 

一、在课前预习阶段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初中语文的学习中，随着学习难度的上升，课本中所包含的

信息量也在不断的扩大，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内，学生能够接
受的学习内容较为有限，教师需要对于课前预习的阶段进行应
用，使得学生能够进行充分的自主学习。 

例如，在学习小说节选类型或者是改编类型的文章中，教师
需要引导学生对于小说的原著进行了解，对于原著的作者，重要
人物以及主要的内容能够准确的认知，应用整体性的认知投射到
课本内容的学习中来。在预习时间较为充裕的状况下，例如长假
等，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对于原著进行整体的阅读。此外，教师也
可以对于课程的预习进行前期的计划准备，引导学生在寒暑假阶
段进行多种课外的阅读拓展，群文阅读等。在前期的自我学习以
及知识的拓展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及时的对于学习的内容进行
总结，在其中做到，有来自于文本以及拓展内容的认知，同时，
能够应用自己的拓展，达成对于学习内容的独立见解，即是能够
有所输入并且有所输出。由于阅读的过程是由学生进行独立完成
的，同时学生的思想总结内容也是根据个人的经验与理解完成
的，因此整个阅读学习的阶段都能够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1]。 

二、在课堂的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充分的参与 
在课堂教学的阶段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的积极参与，重视

其中的师生互动以及生生互动，这一阶段，是学生能够对于自我
的学习内容进行总结以及沟通表达的重要阶段，学生的表达都能
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1、应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师生交流的意义不同。初中阶段

的语文学习中，学生需要理解的思想情感内容日趋复杂，由于教
师与学生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都不相同，其对于学生的引导一
般与学生的学习思考角度不同。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
学生彼此进行交流，在交流中寻找到理解的共同点，同时能够对
于自我理解中存在的独立思考内容有所认知。 

在小组的组织模式上，教师需要根据不同学生的特质以及学
习的能力进行组别的划分，使得在统一小组中学生能够具有较为
相似的分布特征，能够有善于沟通表达以及协调的学生作为小组
长，在组内展开协调的工作。同时，也需要关注组内每一个成员
的发言与学习思维的过程。例如，科普类文章的过程中，学生需
要在小组沟通中明确的阐述自己得到的新认知，并且将这种认知
与自己在生活中所得的相似认知进行对比，从而总结出课本中的
科普文章所具有的独特意见，明确文章中的论点。学生在归纳总
结时，可以把握文章核心内容，并完善自己阅读的方法，客观评
价自己的整体阅读，找出不足的地方，还应该学习别的同学优秀
的阅读经验，取长补短[2]。 

2、进行师生之间互问互答的环节 

学生在自主学习以及独立思考之后，将会产生一些较为深刻
的问题，在小组合作学习的阶段中这些问题并不能够得到较好地
解决，因此需要在课堂的集中提问回答环节中，对于学生的这一
阶段的问题进行关注。在第一阶段中，学生可以向教师提出相应
的问题，教师需要对于学生问题进行评价以及解答。在第二阶段
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中的要点，以及学生自主学习中产生的新
的问题，对于学生展开提问。例如，在学习写景状物的文章之后，
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认识到文章写作中的语言特点。因此，就需要
就类似的文章进行对比，使得学生在观察两篇或者多篇文章的过
程中，能够找出其中存在的不同之处，就文章的语言风格对比进
行提问。 

三、在课后的学习阶段中，引导学生进行自我的学习与练习 
在课后的学习阶段中，学生需要就教师布置的作业内容展开

自我的学习与练习。教师需要为学生的学习目的进行明确，例如，
为了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于形式与内容都
较为精美的文章，进行仿写的练习等。 

在这一阶段的作业完成中，教师需要进行积极的参与，对于
学生完成作业的质量以及作业的内容进行全面的监督，及时的对
于学生的作业进行评价，使得学生能够得到鼓励，或者找出自己
的问题。在初中阶段，学生的心理相对敏感，比较在乎同学、教
师对自己的印象评价，身为教师，应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多发
现学生的优点，并给他们鼓励与肯定，以增强学生的信心[3]。 

结束语： 
“少教多学”模式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初

中语文阅读教学的质量。因而，教师应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理
解该模式的内涵，运用多样的教学方法，鼓励与肯定学生，提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与学习水平，进而促进初中语文教学的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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