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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是一种广博的语言，在语文阅读中能够实现心灵的体验和感

悟。随着国家逐步推进素质教育，对于语文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阅

读是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语文教学的关键所在。语文阅
读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学生对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的深刻理解；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有利于学生语感的培养。因此，在初中语文的阅

读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成为教师必须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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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勤朗读，多诵读，牢牢把握“读”的环节。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读的过程中，学生欣赏

美，学习语言，吸收写法。对一篇课文的教学，教师不应首先引
导学生去分析理解，而应首先引导学生去感受，即通过充分调动
学生的感觉、知觉、表象、联想、情感去触摸内容的整体存在，
去品味语言文字的意义、情味和兴趣。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师
要特别重视“读”这一环节。不论何种文体，课堂上要每篇必读，
可以吟诵、默读、朗读，在读中思考理解，并学会圈点批注，体
味文章意义、意境、情味，要从停顿和语调的高低、强弱、缓急
等方面给学生以指导。学生在反复吟诵课文中，随着形象在学生
头脑中的“复活”，必然会触动他们的情感，使他们沉浸在作者
所创造的艺术世界里，爱作者所爱，恨作者所恨，学生就会在不
知不觉中把握全文内容，受到艺术熏陶，获得美的享受。叶圣陶
先生说“阅读教学总得读”。进行小课题研究之后，在读的环节
上狠下功夫。许多词句优美的文章，课堂上都给学生充足的朗诵
时间。或集体读，或小组读，或男女比赛读，或个人示范赏读。 

二、注重阅读方法的指导。 
精读、略读、浏览是三种主要的阅读方法，也是三种阅读技

能，它们的目的、功能有所不同。三种方法、技能都重要，都要
重视，都应很好地训练。精读，重在培养阅读理解能力，要对文
章从内容到语言到写法比较全面的把握，在其中学得阅读方法，
培养阅读能力。此种方法课内使用较多。略读，是粗略的、不进
行深究的阅读，旨在通过比较快的阅读，粗知文章大意。浏览，
指大略地看。除了平时消遣性阅读，浏览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
根据需要搜集信息。精读，各个年级都是重点，除了读懂文章，
还要积累学法、写法，并注重阅读方法向略读、浏览的迁移。浏
览，重点在要教会学生有目的地、带着任务进行浏览，要逐渐提
高浏览的速度，学会一目十行地读，要培养捕捉有用信息的能力。
在阅读教学中，以训练精读为主，训练略读、浏览为辅；要有意
识地通过整合资源、扩大阅读量，把精读、略读、浏览结合起来
进行训练。而在课外阅读中，略读、浏览就派上了用场。 

三、教会学生正确的使用教学参考书，使课本与资料互为补
充，让阅读效应最大化。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而语文学科作为母语
教育，资源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方面，
要深刻认识母语教育的特点与优势，增强资源意识，让所有适用
的资源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服务。而另一方面，要清醒的认识

到，教科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课程资源，体现了课程目标和能
力培养的要求，应以教科书为主，用好教科书。正确的做法是，
以教科书为主要凭借，适当引进相关资源，适当拓宽教学途径与
形式，加强课程资源的整合，在学好教科书、实现基本学习目标
的基础上，学得更多一点、更活一点、更好一点。 

四、提高阅读的兴趣，让学生爱阅读。 
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语

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课程应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
想感情”。我们已经进入了终身学习的时代，语文将陪伴着人的
一生，因此，作为语文教师，应该千方百计地创设多样化的﹑生
动有趣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让学生在愉悦的
情境中，悄然实现由“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根本转变。 

五、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在阅读教

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积累语文知识的习惯，没有语文知识的积
累，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也就成了无米之炊、无本之木。指导学
生不断积累语言词汇，培养学生勤摘抄、勤做读书笔记的习惯。
摘抄是阅读积累的一种有效方法，长此以往，可拓宽学生知识面，
增强阅读效果。做读书笔记有一点难度，教师可帮助学生先从简
单的做起，如写批注，写心得，作评价，等等。一定要让学生明
确做读书笔记的重要性，帮助学生更好地阅读理解文章。要培养
学生使用工具书的习惯。 

六、注重阅读与写作相结合 
阅读教学的目的是丰富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良好的阅读习

惯，造就完美的人格；而写作教学就是运用知识，发展智力，培
养良好的写作习惯，造就完美的人格。语文教师的一大任务就是
指导学生在课内外阅读中进行积累并使运用积累经常化、日常
化，使学生掌握有效的积累和运用的方法，养成良好的积累和运
用的习惯，让学生从有意识地到自如地驱遣积累表现自己的生
活，表达真情实感，让学生的积累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
分，成为他们精神家园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引导学生在阅读中
仿写、改写、补白等。重视阅读与写作的结合，符合语文教学的
内在规律。它既培养了学生感受、理解、积累、运用的能力，又
为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铺设了多彩的立交桥，也树立了阅读、写
作向课外延伸、向生活开放的教学观。 

结语：阅读教学直接关系到各科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提高，学
生必须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才能逐渐领会、理解课文及其他阅
读材料的意义，进而去学习写作技能及加深对其他课程的理解和
掌握。因此，在初中阶段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过程中，必须坚持
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通过必要的语文阅读训练，有效提高学生
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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