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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提升策略研究 
◆邱凌云 

（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第二初级中学  441218） 

 
摘要：语文是重要课程，阅读是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如何提

升阅读有效性，帮助学生更好的实现综合素质、综合能力的双向发展，

是教师们值得深思的首要问题。通过实施有效策略，不断简化教学过程，

更容易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心理需求；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先进的育人思

想，远比直接灌输指导的效果好得多，明白了这种道理，初中语文阅读

教学有效性的提升令人期待。本文特意对此做了具体的研究，希望能为

其他教师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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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常言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初中
学生阅读更多书籍，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将来才有机会成为栋梁
之才，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很大贡献。阅读教学有效性
的提升策略比较多，但都要求教师考虑实际情况后正确选择性应
用。在互动中思考，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很受学生的欢迎，后续实
践工作有序推进起来，学生们语文思维充分活跃后主体创造力也
有更大程度的提高。下面，笔者特意分析了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有
效性的提升。 

一、努力做好准备工作 
有经验的语文教师组织阅读教学活动前都会做好准备工作。

优秀的语文教师在考虑了学生的实际需求后，会对课前准备工作
进行优化[1]。笔者认为，从两个方面展开阅读教学的准备工作更
加合适。第一，教师以自己的理解及分析为前提，帮助学生确立
学习目标；第二，在上课之前，教师指导学生预习文章。如果学
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那么学生在进行阅读时就会有具体的方
向，有效地避免了盲目浏览的问题。设置科学合理的学习目标一
方面能够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加深学生对阅
读内容的理解和感悟，进而对文章的内容形成深层次的认知，提
高学生的审美水平。与此同时，引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也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在教师的引领下，学生能够掌握资料查阅、文章段
意总结、文章主旨归纳等学习方法，通过了解创作目的、艺术手
法，感受作者创作时的心境，为学生理解文章打下坚实基础，学
生对文章所蕴含的美感及思想内涵会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如在
学习《小石潭记》一课时，作者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这篇文章发
挥着巨大的作用。教师应该在布置课前预习时，让学生查找作者
的生平资料，并且引导学生思考作者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心态形
成了怎样的影响。让学生认识到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作者贬谪永州
时对游览景物的客观记录，也包含着作者抑郁不得志的苦闷心
绪。透过文章中的字句，审视作者当时的心境，比如“其岸势犬
牙差互，不可知其源”表面上是写小潭的水岸的不整齐，实则表
示作者对自己前途的担忧。 

二、创设好的教学情境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有效途

径，而教学情境具有丰富性和开放性，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2]。如教学《皇帝的新装》过程中，教师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课
文，并对文章进行分段及要求学生画出每个自然段的中心语句和
字词，再给学生提出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根本不存在的
新装面前，皇帝和老百姓都不敢直言说真话？这篇文章的现实意
义是什么？如果你当时在场，那么你会怎样做，并鼓励学生谈谈
这篇文章的读后感，最后教师把学生的答案进行分析与整合，以
确保答案的完整性，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此过程不仅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从而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进一步保证教学质量。 

三、提倡语文个性阅读 
首先，唤起学生生活体验，即在学生阅读文本时充分调动他

们的生活积累和经验。如学生学习《乡愁》时让学生谈谈离愁别
绪，积累古诗文中离别的佳句；学习《春》时让学生回味春天，
用语言和画面描绘春天等等。其次，重复朗读，即在读中形成对
文本内容的大致了解，特别是精彩语段要读出抑扬顿挫、读出感

情、读出韵味。再次，尊重独特感受，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学生在阅读文本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
认识，这时，即使是学生的认识有偏颇之处，教师只能引导，不
能轻易否认，不能用所谓的标准答案去评价。只有这样，学生的
阅读激情才不会破坏，学生的阅读素养才会不断提高。如引导学
生学习《社戏》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戏不好看，那
请想想“我”热衷看戏的真实原因可能是什么？问题一出来，答
案可谓层出不穷，有的说是热衷自由，有的说是追求刺激，有的
说是赏夜景，有的说是看热闹……我对这些答案给了肯定、给了
鼓励、也给了引导，最后明确看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的是
看戏的那一份轻松、那一份自由、那一份友爱、那一份美丽。学
生在畅所欲言中得到了尊重、得到了认同、得到了提高。 

四、培养阅读积累习惯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提醒学生认识到阅读做笔记

的重要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提高学生阅读能力[3]。此
外，教师还应该拓展学生的阅读范围，结合课堂教学实际，为学
生推荐和教材相似的文本，不断丰富学生想象力，最终达到有效
教学的目的。如讲解完《杨修之死》这篇文章后，可以推荐学生
阅读全本的《三国演义》，然后进一步延伸学生的阅读范围，推
荐学生阅读《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名
著。当学习《老王》这篇文章时，教师还可以选择契诃夫的《苦
恼》、臧克家的《老哥哥》一起作为一组文章来学习，围绕主人
公的经历和遭遇，感知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体验世间的人情冷
暖，感悟文本的主题思想，不断拓展学生的阅读范围，提高学生
阅读量，从而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综合发展。 

结语 
阅读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意识到教学活动中所蕴含的历史
使命。教师要把语文教学的重点放在阅读教学上，培养学生的阅
读兴趣、习惯、能力，采取不同的方式让学生在文字中徜徉，领
略文章的优美，文字间蕴含的思想性。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提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促进学生终身学习意识的形成，为学
生未来职业生涯中的语文知识应用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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