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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高中语文快速阅读能力的提升 
◆刘兰芳 

（屏边一中） 

 
摘要：随着课改的深入，高中语文考试中阅读量明显增大。文本字数增

多、考察内容增加，这一个课改发展的趋势，是为更全面化、系统化考

察学生进行的一种选拔设计。我们只有针对其特点，加强阅读方法的探

究及改进，才能做到有效阅读，提高阅读质量。 

关键词：高中语文；阅读；方法论 

 

 

一、语文阅读题的变化及问题 
阅读和写作是语文教学的两个重要内容，阅读不仅仅是学生

的一种技能，更是学生获取、整合及运用信息的 有效方式。教
师应该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入手，通过语言、语法、逻辑教学
的方式，培养学生准确、快速把握阅读材料，有效理解材料，以
达到学生认知、分析能力全面提高的目标。 

近年来语文试题中阅读题，主要是现代文阅读、古代诗文阅
读两大部分，现代文阅读改变了过去在文学类文本与实用类文本
选做其中一题为两题必做，需要阅读 3000 字左右，阅读量比以
前是明显增大了，同时难度也有所加大。再加上试卷的其他部分，
如语言文字运用和写作等内容，学生要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大
概阅读 5000 字，书写 1500 字左右，这是有一定难度的。从笔者
教学实际来看，学生试卷留有空白、词不达意、卷面脏乱差等现
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阅读速度慢、阅读理解偏差是主要因素。 

二、快速阅读、高效阅读的价值 
快速阅读不能只是追求速度上的快速浏览，而应该是一种有

效的、创造性的阅读、理解和记忆。我们要打破传统的认为细嚼
慢咽就是 好的阅读方式，这其实是把阅读到的文本进行理解和
达到记忆的两个不同过程混淆了。在实际阅读过程中，细嚼慢咽
并不利于文本的整体理解，而快速阅读因为节奏的连贯性更有利
于理解和记忆。这也是为什么在实际应试中，成绩好的学生往往
能将卷面上各部分内容做完，同时卷面也较为整洁的原因，仔细
观看，经常发现在阅读部分的关键词句下有划线等标注，这就是
学生具有一定快速阅读能力的体现。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从教到学都要求快速阅读的时代，不能过
分注重使用传统的阅读方式来进行当下的阅读训练。我们要培养
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在快速阅读中，学生并不需要一字一词的
读，部分跳过的词语，能激发学生自行猜测的能力。当然，这种
快速阅读必须是准确高效的阅读。 

三、能力提高的方式 
针对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锻炼，提高学生快速阅读、高效阅读的能力。 
（一）抓住关键字、词、句，分析语境 
高中现阶段阅读文章内容虽然并不高深，但是涉及的方面较

广,现代文阅读中有论述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实用类
文本阅读等。在阅读时，要带领学生抓住文章中出现的关键字、
词、句，同时要注意可能出现的注音、释义等内容。阅读文章，
要培训学生先看题目要求，带着问题有目的地阅读的能力，对文
章可能回答问题关键部分就用笔勾画出来，其他意思或结构相近
相类的也勾画并列出来，对遇到模糊的部分定点阅读，重点对关
键部分词句分析、判断、选择、分段、归纳，解答时把它放在具
体的语言环境中去分析，这样阅读题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二）理解文体特点，把握结构分析 
阅读部分一般每篇文章都属于一种文体，我们可以通过平时

学习的积累，牢牢把握文体的特点。比如论述类文章，内容涉及
面广，科技文涉及科普资料或前沿科技的说明，这就需要学生有
一定的阅读能力。在阅读中要特别注意重要词语、语句的含意，
依据文章内容作出的 后合理推断都落归结于文章的中心概念。
我们要待着问题围绕中心概念作概念分析与综合判断。因为出题
者 喜欢以偏概全、偷换概念、设置逻辑错误等等，只有把握这
种文体的特点，才能准确得出答案。在阅读文章时，如是记叙文，
按照记人、叙事、描景、写物等去分类理解。以记人为主的分析

人物是谁、干什么、留下什么、评价是什么去寻找主线；以叙事
为主的文章，按照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去把握；描写景物的
文章按照景物出现、特征、给人的感受去分析。实用类文本阅读，
近年来常考新闻，新闻属于记叙文的一种类型，具有记叙文的基
本特点，解读时我们可以借鉴记叙文的方法，但又不能照搬全套，
因此，根据新闻特点，阅读时采用如下步骤：看标题信息，辨别
出该文的记叙对象，是人物新闻还是事件新闻，是消息还是通讯；
抓记叙要素，新闻内容一般都离不开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的
起因、经过、结果，这对解答“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类试题很
有用；理行文线索，即领悟文章的脉络、顺序，借此可准确地划
分全文的段落层次，这对解答“把握文章结构类试题” 很有帮
助；辨叙述方式及写作技巧，消息大多采用“倒金字塔”式，通
讯有顺序、倒叙、中间还有插叙、补叙等，至于写作技巧可以边
读边勾画；挖中心主旨，借此可应对“概括中心意思”类试题。 

（三）加强学生整体阅能力的培养 
在快速阅读过程中，学生除了要一目十行还要保持思维的活

跃连贯。加强学生整体阅读的训练是让学生在阅读时能快速理清
文章结构、层次，总结文章的中心思想的有效方式，然后避免重
复返读，在有限时间内快速提取有效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培养学
生摘抄赏析进行锻炼，先部分后整体。明代张溥读书必手抄七遍，
摘抄的作用与意义是明显的。不仅有助于熟悉和记忆所抄写的文
字内容，更有助于知识的积累。在抄写的过程中，通过手、眼、
思维的结合，自然能使所阅读的材料在脑海中留下更深的印记。
同时知识也得到点滴积累。要理解所抄的内容，就需要经过思考，
对摘抄内容赏析，是学生对所抄文字作思考的有效手段。 

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阅读的锻炼，整体阅读不仅仅是将局部
阅读串联起来，它是一种理性的、有机的、深度的阅读。带着问
题进行进行整体阅读时：文章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哪些是表达
主题的句子？文章 感人的部分在哪里？自己 欣赏的段落是
什么？阅读完成时候也要进行归纳迁移和拓展延伸，这是对阅读
的进一步升华，让学生在领会文本意思、文体结构、文章主题基
础上去概括评价，并对文章精华部分进行模仿使用，达到提高学
生的阅读能力。通过长时间的“部分—整体”阅读的锻炼，学生
对文章的关键字词句、文体特点等等都能快速切入。 

四、阅读能力提高再思考 
整体来说，快速阅读必须是高效阅读对学生才具有积极意

义。无论我们在教学中采取何种方式对学生进行训练，学生本身
的素质始终是根本。强化基础素质、注重过程积累是非常重要的，
如古代诗文阅读中，虽然可以快速将一些虚词、助词跳过，但是
实词的含义及语法是准确阅读的关键，学生必须具有一定古代文
化常识、掌握古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才能做到快速阅读。如古
文中出现的名称、官职、风俗、器物、典故，古诗词的结构章法、
意象的表达习惯、语气的转折起伏等等需要做到了然于胸，在阅
读时才能准确判断。 

当然影响学生阅读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阅读心理、
阅读兴趣、信息时代背景下的碎片化阅读方式的兴起、基础知识
的掌握、阅读方式的训练是否合理等诸多主客观因素。本文在此
不一一分析，这需要更多教育工作者的探讨、实践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