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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精思子自知 
——谈谈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 

◆周升峰 

（南湖镇中心初级中学  山东省日照市  276817） 

 
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学习其它

课程的基础，“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而语言
文字的运用，包括工作和学习和生活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
活动，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语文新课标》）。当前经济
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这对人们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文化选择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语文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语文新课标对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的要求，“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
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适应实际
生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
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是语文教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化语文教改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呢？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这个问
题。 

一、创设情境，激发阅读兴趣 
优秀的教师，不能只重视传授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在于激

发学生的兴趣，唤起学生的欲望，让他们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
过程中来。学习兴趣是学生积极主动性的核心因素，在学习中具
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只要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感兴趣，主动参与的
意识就强。为此，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创造性的采
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使之积极主动地参与阅读。 

1.采用多媒体手段。利用投影、录音、录像等电教手段辅助
教学，把所学的课文变静为动，变无声为有声，变远为近，从而
使看不见、听不到的东西，变成看得见、听得到的东西，吸引学
生。如在学习《紫藤萝瀑布》一课时，播放课文的配音朗诵，录
音中那动听的音乐、优美的旋律和诗一般的语言，使学生陶醉于
课文之中，并得到美的享受，创设了情境，读的欲望和兴趣迅速
增强，这样教师再去指导阅读，会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课前三分钟讲故事。每堂课上课前，让学生按照已经确定
的次序到讲台上讲故事，讲成语故事、童话故事、寓言故事、名
人轶事等等，再每月进行一次“故事大王”评选，并予以奖励，
这样每位同学都想把故事讲好，而实际上也确实有些同学讲的非
常好，声情并茂，绘声绘色，知识性、趣味性、故事性都很强。
这既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提高了学生在公众面前讲话
的勇气和能力，更激发了学生课外多阅读的兴趣。 

3.学生做老师，上台讲课。学生自我推荐，预先确定所讲课
文，根据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向其他同学讲授自己的观点及其见
解，时间一般不超过一节课的三分之一，其余时间还给老师。这
样极大调动所有学生的积极性，防止学生的惰性，为了讲好课，
学生阅读课文的热情很高，并且还翻阅大量的资料书籍，激发了
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也有助于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提高。 

二、适时引导，掌握阅读方法 
叶老曾经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借这个例子要

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联系阅读和写作的熟练技巧。”因此，语
文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必须凭借教材，注重学法传授。得法于课
内而收益于课外，让学生逐渐掌握阅读方法，同时，根据课标要
求，做出正确的定位。 

1.用普通话朗读。通过听录音、听广播等形式培养学生用普
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仔细品味，文质兼美、情
感丰富的语言；入境融情的读，感知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激
发学生情感的共鸣，使学生在朗读的同时，也接受语感训练。 

2.养成默读的习惯。默读要做到不出声，不动唇，不心诵，
由眼直接反应到脑，集中注意，一口气读下去。实验证明，默读
的速度诗诵读的三倍左右，所以，只有采用默读的形式，才能提
高阅读的速度和效率。 

3.初步掌握精读和略读的方法。精读文中的段、句、词，品

读析句，比较推敲，领会词语在环境重的意义和作用；通过略读，
整体感知课文，体会作者的态度、观点、感情，理解课文的大体
内容和写作思路。如教《社戏》一文，先让学生略读，理清线索，
依据线索理清看戏的情节脉络，理清思路，体会作者的感情；接
着再精读文中精彩段落，欣赏优美的语言，揣摩情景交融的描写
方法，并反复诵读，达到熟读成诵。 

三、强化训练，提高阅读能力 
阅读的过程，是综合运用已有知识去寻求新知识的过程，加

快速，具有“长虹吸百川”的海量，是新知识不断地得到充实和
丰富，并促进智力的发展。但是快速阅读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
强化阅读训练，才能提高阅读能力。 

1.精读和略读的结合。被选入课本中的文章，有的是古今中
外的名篇，有的的富有时代气息，有的富有人生哲理，每篇文章
都有精彩的地方，或遣词造句，或名言警句，或写景抒情，让学
生在略读全文的基础上，取其精华进行研读，做到点、先、面、
体的有机结合。 

2.课堂内外的结合。课堂上指导好学生分析讲读课文，把握
好独立阅读课文的要领，课外是课内的延伸，使课内所学知识的
运用，充分利用阅览室、图书室，指导学生博览群书，开阔知识
视野，增强阅读的深度和广度。 

3.读写的结合。广泛的阅读，使学生丰富了词汇，扩大了知
识面，对周围的事物也开始独立思考看，有自己的见解，这样为
写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我发现阅读能力提高了，写作水平也有
了相应的提高，而写作的需求有刺激了学生的阅读欲望。 

四、循序渐进，培养阅读习惯 
过去的课堂教学，教师是主角，学生是配角；现在的课堂教

学，学生应该是主角，教师是配角。叶圣陶曾指出：“教是为了
不需要教，教语文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
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一贯主张“学生能自学自得”，所以说学生
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将终生受益。具体做法如下： 

1.借助工具书解决自己不懂的字词，扫读阅读障碍。 
2.做读书笔记，摘抄名言警句。提倡边读边思考，要成不动

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3.写读书心得。做到“一课一得”，并经常举办读书心得交

流。 
4.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并学会浏览、检索、摘录、制作卡

片的书方法。 
5.课外阅读大纲中推荐的书目，并根据实际，教师推荐一部

分书目作为课外阅读，制定课外阅读计划，每学年不少于 80 万
字，其中文学名著 2-3 部。 

这些措施的实施，大大促进了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形成。 
总之，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语文教师要不断的探索，不

断地汲取新鲜的血浆，及时总结、反馈、矫正，只有这样，才能
不断的改进语文教学，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的驾驭能力，提高
学生的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