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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李丽萍 

（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方屯中学  651100） 

 
摘要：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是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阅读教学策略是指为实现阅读教学目标而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

过程等进行策划与选择的过程，深入研究阅读教学策略，有利于提高阅

读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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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是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收集处理信息，认识世
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
师、文本的对话过程。”阅读教学策略是指为实现阅读教学目标
而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过程等进行策划与选择的过程，
深入研究阅读教学策略，有利于提高阅读教学的质量。我根据自
己的教学实践，从以下五方面谈谈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一、朗诵品味，理解感悟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以读为本，是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学

习方法，相对于语文学习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三分
文章七分读，涵咏工夫兴味长”，文章不厌百回读，一篇美文只
有反复诵读、涵咏品味，方可得其妙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作诗也会吟”，其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初中语文阅读教
学中应提倡朗读，这是阅读教学的基础，是阅读的重要形式之一，
它通过眼、脑、口等多种感官的协同作用，将无声、静止的语言
变为有声、灵动的语言。尤其是有效朗读与文字语言、思想情感
紧密相连，需要学生与文本、与作者进行交流对话，激活已有的
经验与情感，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然后有感情地朗读出来，这
就增加了学生的情感体验，从而促进他们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文章
的内容与主旨。因此，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将阅
读与朗读有机融合，给学生更多自主体验的机会。当然，在朗读
课文的过程中，教师还需要注意朗读的形式，不能只是单一的自
由读或者齐读，还要根据文本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朗读方法，
比如分角色朗读、模仿性朗读、跟读学读、配乐朗读、感知性朗
读、个性化朗读等，从而诱导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文本，感悟文本
蕴含的思想情感。 

二、交流讨论，深化认识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我们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多向思

维，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学生，因此，用
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去指导学生，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学生有自己
的感情、想法与看法。在教学过程中，倘若教师一味地将自己的
感情、想法与看法强加给学生，是不明智的，毕竟“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再者，新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要尊重
与保护学生的独特体验、个人理解与感受。为了在课堂阅读教学
中加强对学生学法的指导，我围绕教学内容巧妙设计一些交流讨
论活动，给学生自由表达与说话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畅所欲言、
敢想敢说。且随时关注学生，及时给予他们帮助与提示。尤其是
在学生们进行深入讨论、激烈争论时，教师更需要巧妙点拨，打
开学生思维，启发他们思考，让他们有所感悟。课堂提问我也总
是运用“用你喜欢的方式读”、“你欣赏哪句话”、“你喜欢哪一段”、
“你对哪个人物感兴趣”等方式来提问，暗示学生可以有自己的
看法，不必拘泥于是否符合答案，鼓励学生有创造性地回答。 

如在教学《我的叔叔于勒》一文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总结
与理解课文的主题思想，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在思维
的碰撞中加深对文本的认识。如教师提问：本文的主人公是谁？
请说说原因。教师还可适当予以提示：主人公是文中的主要人物，
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心人物，文中的故事情节与
矛盾冲突都是围绕主人公而展开的，次要人物的出现以及活动均
以主人公及其活动为中心。一般而言，若要判断文中的主人公是
谁，要看该人物形象是不是表现出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否揭示了

文章的主题。于是，通过讨论以及教师启发，学生会明白莫泊桑
着意刻画的主人公是菲利普夫妇。虽然文章情节紧扣于勒的命运
展开，然而本文并非靠于勒来表现文章的主题思想，于勒只是作
为线索人物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如于勒的遭遇不断发生变
化，菲利普夫妇的态度也随之产生变化。而菲利普夫妇的态度变
化又折射出他们受金钱腐蚀的灵魂，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认
钱不认人的丑恶现象，揭示了本文的主题思想。这样，通过层层
深入的交流讨论，学生逐渐体会到文章的耐人寻味。 

三、质疑探究，提高能力 
古语有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因此，

在进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时，教师要鼓励学生质疑探究，指导学
生质疑的方法，让他们学会自主发现问题，通过独立思考与合作
学习解决问题，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形成质疑的意识与习惯。 

如在教学《孔乙己》时，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质疑为主线”的思路组织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质疑探究、自由
表达的机会，让学生敢想、敢问、敢说。比如教师可要求学生课
前预习课文，写出自己的疑惑点。当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
需要以问题为引导进行点拨，启发学生思考，并通过示范，让学
生学会如何质疑与发问。比如教师可提问：小说中写了哪些
“笑”？为什么笑？教师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而后让学生展开
交流讨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疑问，通过共同探讨，加深理解，
解决问题。 

四、课外阅读，提高素养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试用过许多手段来促进学生

的脑力劳动，结果得出一条结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扩大他们的
阅读范围。中学生的语文阅读学习基本上都局限于语文课本，因
此学生所需的阅读量远远不够。阅读贫乏的人，一定是语言贫乏
的人，同时也是思维贫乏的人。大量事实说明，如果不关注阅读，
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学习语文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
头来，在关键的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著名特级教师
魏书生在中学教语文时，虽然肩上有学生升学考试的压力，但他
总是在开学的第一个月就领着学生把课本全部学完，剩下的时间
进行广泛的阅读和相关学科活动。他能把普通校的“差班”教到
考试成绩超过重点校的“实验班”。他把握住了语文教学的核心，
取得好成绩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五、创设情境，感情共鸣  
语文是极具文学性的一门课程，因此上课应如同唱歌一样抑

扬顿挫、激情满怀，这样才会引起学生感情的共鸣。这首先需要
教师有真情实感，因此我在教学中就穿插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
故事情节包括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当然这样
做的前提是我们自己有好多故事在心里，就像罗曼罗兰说的“要
撒播阳光在别人心中，总得自己心中有阳光。”所以语文教师就
抽时间去阅读，去了解社会时事，让自己在课堂上首先具有真情
实感，教师只有拥有真情实感，才能生发出好的情境，有时教师
的情感甚至就是一种情境。真情实意伴随着语言的流淌，能扣击
学生的心扉，引起悦耳的共鸣，那么，学生的情感也会自然流露
出来。所表达的阅读情感才会情真意切。        

总之，关于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
新课标下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语文教师一定要遵循阅读的自
然规律，并认清自己所担当的角色，倡导学生、文本、教师的对
话情景，让自己真正“从知识的灌输者转换为学习的引导者”、 
“从课堂的主宰者转换为平等的交流者”、“从单向的传授者转换
为互动的合作者”、“从呆板的经验者转换为教学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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