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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阅读在语文教学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高中阶段的语文

课文范围更加广泛，文学内涵更深，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求更高，所以

教师要科学合理地组织阅读教学活动，让学生爱上阅读，逐渐提高阅读

能力。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高中语文教师首先要注重采用多种方法，激

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之后要注重阅读方法的运用，

还要关注培养学生的评价性、创造性阅读能力，这样才能符合语文教学

的要求，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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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的课程改革的要求下，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方式的改革也

迫在眉睫，如何打破传统的阅读能力与思维，提高学生的阅读能
力，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显得非常重要。当前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模
式比较落后，还有很多教师不重视阅读教学，这都导致学生的阅
读能力得不到提高。所以高中语文教师要分析传统教学方法的优
劣势，趋利避害，同时要采用多种方法，培养学生的欣赏性阅读
能力，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注重运用科学有效方法，提高学生
的语文阅读能力。 

1 采用多种方法，保持学生阅读爱好 
1.1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一个负责任的教师一定会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有

价值的、有意义的，值得用自己的一生去追求，享受于把知识传
递给学生的过程，唤起学生对于知识的兴趣和热情，使学生沉浸
与知识的海洋。柏拉图说：“兴趣是 好的老师。”孔子也曾经说
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们针对在教学
中遇到的问题和教学的实际状况，采取积极的灵活多变的方式调
动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通过兴趣，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学
习兴趣与学生的成绩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关联。兴趣为学生的学
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是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而反过来，成绩
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学习的兴趣。因此在语文的阅读教学中，我们
要特别注重对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1]。阅读不应该是走马观花式
的浏览，要在阅读的同时去动脑思考，提出自己的疑问，教师要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和提出质疑，这样才能真正吃透文章。比如对
于《荷塘月色》这篇课文，教师就可以引入多媒体教学，为学生
播放月色下荷塘的美景，配以背景音乐，学生们仿佛置身于作者
描述的情境中，一定会更有兴趣去阅读课文，并且对于文章的理
解也会更为深刻，这样显然要比出以往枯燥的文字阅读更有乐
趣。 

1.2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阅读习惯的养成是进行阅读的神圣使命，也直接关系到学生

语文能力的提高。培养阅读习惯的方法之一，就是不能仅仅局限
于课本的阅读，而要把阅读目标延伸到课外的阅读材料上。但是
要把书本的阅读材料作为基础，结合以相应的课外材料，与课文
内容有关联的文学作品，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通过学生对课外
的材料的阅读，能够扩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形成对知识的沉
淀，从而对事物有一定的自己的判断力，有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
观。学生语文的阅读的素养不够高，主要的问题就是做阅读时的
理解力不够并且速度慢，究其原因就是阅读量太少，没有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初读感受，
关注在阅读过程中的对于文章的领悟，并能出一些启发式的问
题，注重对学生的预习情况的了解，从而引导学生逐渐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使阅读成为学生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负
担[2]。例如在教学《故都的秋》过程中，有学生就可能提出问题：
“历代名家都喜欢以秋天为主题进行写作，《天净沙•秋思》是悲
秋，《山居秋暝》是赞秋，这篇课文又是恋秋，为什么秋天在他
们眼中会有多样化的认识呢？”这就是学生经过阅读和思考提出
的有价值的问题，是对阅读的深刻感悟，更有助于阅读兴趣的培
养和也读能力的提升。 

2 注重方法运用，提高阅读效率 
阅读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对阅读方法灵活运用的程度。阅读

精美文章，首先，确定文体；接着，根据文本特点理解内容。譬
如对记叙文内容理解为根本。记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理解人
物、时间、地点和事件过程等记叙的要素。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
主要是应根据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理解感受理或情，议论性语句
提示生活哲理，抒情性语句抒发作者情感。第三步，研究形式特
点并理解其作用。可指导学生通过分析文章结构层次来理解文章
内容[3]。譬如阅读分析议论文时，要抓住段、句等形式来理解其
内容。篇有中心段，找到了中心段，也就把握了文章的内容。段
有中心句，也就把握了段落的内容。学生如能熟练而又灵活地运
用以上这些方法，阅读时就不会无从下手或抓不住重点了。 

3 培养学生的评价性、创造性阅读能力 
在阅读中要培养自己的观点去审视作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

法和疑问。如评价文章的情感倾向，评价文中的人物，评价文中
的观点，评价结构，评价表现技巧，评价表达方式，结合文章内
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等等。例如对于《孔雀东南飞》课文，
有这样的练习：“通过阅读这篇凄美的爱情故事，有人认为焦仲
卿性格软弱，你同意吗？”这道题开放性较强，并没有对内容评
价作明确指向，这就要求学生在平时阅读中要提高自己对此类问
题的主观审视能力，要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如“一分为二法”、
“反观法”、“比较法”等等，从而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判断，提
出自己独立的见解[4]。语文新课标也把培养学生创造性阅读能力
摆在十分重要位置，反映在考试评价当中，就是充分利用文本资
源，创设一定的语境，让学生有创新的实践和机会，展露创新的
才能。 

结语 
总之，在新的课程标准的要求下，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挑战

性越来越强，教师应该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
方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创新教学方法，指导学生有效阅读。
同时，老师自身也要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学底蕴，对学生的阅读学
习进行更为科学有效的指导，从而提高阅读教学的教学效果，使
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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