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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提高初中学生语文阅读能力 
◆岳  燕 

（四川省通江县至诚职业中学  636733） 

 
摘要：由于中学教学科目较多，因此，学生的自我阅读时间越来越有限，
严重影响了学生对阅读活动的积极性，学生的阅读常常流于一种形式。
阅读是语文学习的基本行为。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提高学生的阅读能
力，那么如何做才能有效提高初中生的阅读能力呢？提高初中生的阅读
能力需要做到：要较多的指导学生进行阅读，并在阅读中让学生学会品
味体验阅读的乐趣，形成良好的阅读方法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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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阅读过于注重题海战术 
学校老师在中国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在教初中生如何加

强记忆的过程中，并不重视记忆的方法和技巧，而是通过布置大
量的试题和练习册来提升学生的做题能力和应试能力，从而有效
应付考试，拿得高分。看似可行的方法，并没有提高学生的阅读
能力。相反，提高的是学生的仿照能力。这样的做题战术，不仅
浪费了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还束缚了学生阅读思维能力的培养
与散发。 

1.2 教师讲解过程过于机械化 
众所周知，阅读是词、句子以及段落共同构成的。所以，教

师在讲解一篇完整的文章时，应该通过层层递进的分析方法进行
教学，并根据课文的难易程度设置相关的问题情景。然而，很多
语文教师却依然采取传统的教学模式，不顾学生的知识水平以及
课文的难易程度，直接给学生提出一些生硬、晦涩的问题让学生
思考并回答。事实证明，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是极不利
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积极性的。因此需要教师采取具有创新
性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以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 

2 提高初中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有效措施 
2.1 注重阅读习惯的培养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首先要从培

养兴趣入手。教师要不断研究激发学生兴趣的方法，吸引和调动
学生，从而让学生自发的进行阅读。初中生由于处在特殊的心理
和年龄阶段，他们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外界事物充满兴
趣，渴望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也希望通过阅读提高自身修养，提
高外在气质。这些都是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的有效诱因。日常教
学中，要结合学生自身特点，因材施教，努力从培养学生兴趣入
手。可以向学生讲述一些自己的阅读习惯和方法，使学生在阅读
方面有所启示；另外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语文大家的学习方法，
使学生明白如何更好的阅读，帮助学生做好学习计划；要深入挖
掘教材，讲课本阅读进行有效延伸。例如,在《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阅读课中，给学生讲述有关保尔的励志故事，激励学生学习
保尔不畏困难、刻苦学习的意志品质，使学生的内心受到了强烈
的震撼。 

2.2 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阅读方法 
学生的课内阅读内容比较固定，但课外阅读就相对比较宽

泛，可是宽泛不等于没有目的的去读，如何行之有效的进行阅读
需要教师的指导。一般来讲，学生的课外阅读可以在老师的布置
下进行，具有一定的范围；也可以完全由学生自发进行，阅读内
容的选择取决于学生的阅读兴趣。为了加强学生的阅读质量，教
师可以适当的布置阅读的类型、范围，也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课
外读物，引导学生有针对性的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培养学生养
成边阅读边做笔记的习惯，对有益的知识内容及时记录，并及时
对记录的内容进行整理归纳，吸取文章精华，为今后的语文学习
打下基础。笔者的一贯做法是： 

2.2.1 尽量扩展阅读视野 
不要对阅读内容局限化，要扩大阅读范围，再从大量的作品

选取优秀作品进行精读，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2.2.2 要有目的、有选择地去阅读 
要根据学生自身的年龄和学习阶段以及自身爱好学习基础

等选择适合自己的读物，不能盲目的进行阅读。 
2.2.3 读物的选择要做到长短搭配 

比如，长篇读物可以在寒暑假的时间进行，这样时间上会更
加的充足，能够更加深入的学习阅读内容；在平时的上学期间，
要尽量选择一些篇幅简短的内容去读，比如可以选择一些杂志
等。 

2.2.4 阅读中要时刻注重文学知识的积累 
阅读一方面是满足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

的语文素养得到提高。要让学生珍惜阅读时间，积累更多的语文
知识。 

2.3 设计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案，满足学生需求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所设计的教学方案应该符合现代社

会发展的需求，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元素，科学、合理地设计出相
应教学方案。例如，在讲解《中国石拱桥》这篇课文时，教师可
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多个石拱桥的图片，让学生回忆自己知
道哪些石拱桥，而自己所见的石拱桥特点是什么，让学生主动阐
述石拱桥的历史或者相关故事、信息。从这些石拱桥的信息和故
事导入所要讲解的文章，进而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良好的教学课堂环境，能够直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一些道具来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
在讲解《核舟记》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每人准备一个核桃，然后
教师可以准备一个核桃的雕刻艺术品，然后让学生们进行欣赏。
当学生们看看自己的核桃，再看看教师拿出的核桃艺术品。这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自己手里的核桃进行雕刻，雕刻的内容由学
生自主决定，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将雕刻完毕的作品在全学年中
进行展示。另外，教师在创设课堂教学环境的时候，应考虑到学
生实际的需求，这样才能够确保所创设的教学环境符合学生的学
习需要，使学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实现学生语文学习上
不断进步。 

2.4 促进课外阅读活动的开展 
2.4.1 引学生化盲目读为有益读 
初中生处在特殊的年龄阶段，个体差异明显，阅读的喜好差

异有较大不同。教师对阅读活动的引导要有针对性，要有侧重、
有计划地引导，使盲目读化有益读。具体操作中，应坚持有重点
并兼顾全面的原则，依据不同的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的进
行个性化设计，使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有较大的收获。尤其对基
础比较差的学生，更要用心布置，力争使学生在阅读理解上有所
突破，重拾学习的信心，进而促进学生学习的整体进步。使学生
得到全面发展，均衡发展。 

2.4.2 在学生阅读方面有一定积累后，可以适当地培养学生
的表达能力 

可以在班上举行一些这方面的活动。通过多方式的活动陶冶
情操，也活跃了思维，提高的学习的兴趣。如“讲故事”、“诗歌
朗诵”、“课前一分钟说话”、“评名篇佳句”，介绍自己最喜爱的
一篇文章，谈谈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等。但必须有一定的阅读积
累，给予一定的准备，不可操之过急，以免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3 结束语 
总之，教师要加强对学生阅读的引导，帮助学生掌握有效阅

读的方法，使学生在阅读中学到更多的知识，使学生的语文学习
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不久，“阅读难，
难阅读”将会离我们远去，而阅读的这棵树终将枝繁叶盛，越长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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