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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语文阅读教学“个性化”刍议 
◆吴  勇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九年制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  610100） 

  
摘要：“个性化”阅读教学是新课程标准提出来的创新性教学方式。文章

针对目前中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出现的对“个性化”阅读理解上的错误

和不当的教学行为，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了正确处理阅读教学“个性

化”的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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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理解阅读的个性化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个性化行为”。这揭示了阅

读活动的本质：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阅读不应以教
师的讲解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而应该让学生自读自悟，积
极主动地思考、寻求问题的答案；通过个性化的思考、个性化的
选择、个性化的质疑、个性化的积累、个性化的表达，使“个性”
在阅读教学中得到张扬。“个性化阅读”这一阅读方式，充分体
现了语文学科应重实践、立德树人的特点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尊重个体差异等新课程改革理念，倡导结合学生个体情感体验，
多元化、多角度地理解文本，这对打破传统语文课堂教学教师手
捧教参一讲到底，肢解文本一套标准灌输，不容学生有半点疑惑
地被动吸收的阅读教学方式无疑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 

但是，任何一种教学方式也好，学习方式也罢，都不可能是
万能的。“个性化阅读”也一样，我们在为它一路高歌的同时，
也应该对它进行一些冷思考。原本就是为了表演给大家看的公开
课自不待说，就是平常的课堂，不少教师为了“做到”平等对话，
“体现”尊重学生差异，常常使课堂教学流于形式，轰轰烈烈，
热闹非凡，结果学生一无所获。教师将“尊重”简单化、庸俗化，
其课堂教学效果还不如原来的一讲到底。产生这种情况的因可能
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二： 

第一，不少教师、学生对“个性化阅读”的理解有失偏差。
什么叫“个性化阅读”呢?个性在心理学上指一个人的各种心理
特征(包括兴趣、习惯、气质、爱好、性格、智能等)的综合，是
一个人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
实践活动而形成和发展的，同时，每个人的个性既包括许多与众
相同的心理特征，也包括许多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由此，我认
为“个性化阅读”是指在一定情境中，因个性发展需要而根据教
学实际，培养学生逐步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阅读兴趣、阅读风格、
阅读品质以及养成良好的、富有个性的、健康的阅读习惯，从而
在一定阶段内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阅读理解能力和鉴赏水平。不
同学生的阅读个性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独特的心理特征。但是在
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学生却因“独特体验”而片面理解了“个
性化”，由“独特”引申出“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于是学生
便挖空心思去找这种“独特”，提出一些肤浅甚至不可理喻的问
题，或哗众取宠、或游离主题、或断章取义，诸如“韩麦尔是一
个不务正业，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老师。”(《 后一课》)“父亲是
因为失业了，怕儿子不赡养他，所以才爱他的儿子”(《背影》)
“美国伞兵是一个怕死鬼，因为他的自私害死了法国一对善良无
辜的农村夫妇。”(《勇气》)等等，如果教师不注意引导，一堂课
只要有这么一个问题，七嘴八舌争个不休，这堂课就完了。 

第二，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未能全面吃透，片面将“个
性化”作孤立的理解，导致引导、参与、纠正不力，民主有余，
集中不够，放得有余，收得不够，讨论有余，总结不够，改革有
余，继承不够。教师在指导阅读教学时，这个观点也称赞，那个
观点也表扬，一味“捧杀”，在这样的理解下，课堂或许是活跃
了，但走了偏锋，在“张扬”学生个性的同时，久而久之，我们
也可能将培养出一批 钻古怪、个性乖张的学生来，这与课程改
革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与尊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尊重学生独特的体验也同样是相左的。 
二、正确处理阅读的个性化 
为了充分体现语文教学多元化的人文价值取向和学生是学

习语文的主体以及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搞好“个
性化阅读”教学，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个性化的思考 
倡导个性化阅读，教师就要从期待标准答案中走出来，让学

生自由地发表自己独到的意见，让创造精神在他们个性化的思考
中闪耀。教师可以将“个性化阅读”置于“三维目标”之下，尤
其是要重“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提高学生语文
综合素养为核心，逐步养成其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志趣，提高
其分析鉴赏能力、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形成积极的、健康的人
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对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应
进行辩证的分析、引导、梳理和扬弃。 

2、个性化的选择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只有在受到充分的信任和尊重时，

才能把自己的干劲和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青少年自尊心
强，他们喜欢受人尊重，渴望获得人们的信任。特别是进入高年
级后，正是个性与创造力萌发和发展的大好时机，他们更是什么
都想自己独立地试一试，干一干。这时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多问问
学生的意见，多采取他们提出的建议，也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教
学成果。我在看课中发现，有的教师上课的时候自己几乎总是
“闲”着，由学生自己提出学习目标，设计学习方法，自己只在
适当的时候点拨几句，而教学却总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此，教师课前教学设计要充分，课堂教学引导要得力。课
堂教学的质量与效率绝不能停留在活跃与热闹上，要着重关注学
生对学习活动本身的参与度和思维的深度，学生个性化的阅读行
为除个别生成性问题外，绝大多数都应该在教师课堂教学设计的
情境之中，或难点、或重点、或疑点、或关键点，总之是在某一
特定的有较高探究价值的“话题”之下进行，绝不能让学生随便
读一遍书就各谈各的感受与体会。 

3、个性化的质疑 
我国许多教师认为，把学生教得没了任何问题是教学效果

好，而美国教师则认为，把学生教得有许多问题才是教学成功的
表现。事实证明：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更具个性、创造力和实践
能力。我们应树立这样的教育理念：有问题而不“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让学生在个体阅读、思考的基础上有所感悟，有
所疑问，正是个性发展的外在表现。因此，我们要要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提高问题质量。 

4、个性化的表达 
有了个性化的思维和知识积累，便会激发表达的欲望，也必

然会产生不同的表达内容和方式。教师应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
体验和理解。《诚实和信任》这篇课文记叙了“我”驱车回家时，
因夜深天黑，又有点雾，不小心撞碎了停靠在路边的、车头已超
出停车线二三十厘米的小红车的反光镜。一位教师原本希望学生
能有这样的认识：诚实和信任是比金钱更重要的人间真情。可有
学生认为“我”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小红车的主人，停车的车头
已超出停车线二三十厘米，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我们不遵
守交通规则也会倒霉。这位老师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就表扬了他。其他同学也为他鼓掌。语文上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说
不准、道不清的，很多问题都不只有一种答案。我们应该允许学
生有自己的见解和独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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