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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聚焦初中语文研究性阅读教学 
◆梁小亚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中学） 

 
摘要：阅读是语文学习的根本。一个学生语文成绩如何，主要体现在学

生们分析文章，归纳文意，欣赏作家作品等有关的语文能力上。而要提

高这些能力，阅读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性阅读主要分三步，一是阅读文
章，二是分析文章，三是总结文意，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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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是一项学生自主独立学习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开
展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而研究性阅读与之相似，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自主创新
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一、初中语文研究性阅读项目的弊端所在 
1.落后的教育模式 
现如今，课改进行的如火如荼，教师们也都在努力研究新型

的方式教导学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教师们的努力所产生的
效果并不显著，课上氛围仍处于两个极端的状态，一是整节课提
问，二是从不提问。这两种情况所带来的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
严重影响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与学习效率。学生回答老师提出的问
题无可厚非，但是，当教师提问太过于频繁时，如果学生遇到的
不会的题太多，就会慢慢的产生自卑的心理，甚至导致厌学。如
果教师一整节课下来一个问题都不提，那么将会导致学生们的听
课效率极低，甚至听了与没听一样。老师一直讲而不与学生互动，
很难把握学生们的掌握程度，如果一直如此，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对于学生们的知识扩充也将毫无作用。 

2.单一的教学方法 
在初中的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单调乏味，很难引起学

生们的学习兴趣。而在现代课堂上，学生们大部分是被老师“牵”
着走的，没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与建议。长此以往，学生们的阅读
兴趣自然而然也就下降了。此外，现如今，初中生们的学习压力
也因为学习科目的增多而越来越大，各种考试，各类试题严重占
用了学生们的阅读时间，导致学生们的阅读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3.落后的教育观念 
落后的阅读观念主要是指家长的不理解，以及家长们总是以

分数论英雄的观念。作为一个初中生，学习压力过大是一方面原
因，而学生家长的不支持与不理解以及唯分数论的观念也成为了
学生们阅读的强大阻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不得不暂时先放
下阅读的想法，而改为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因此，在
阅读这条实践的道路上，学生们能够做到的很少，甚至学生们的
阅读兴趣也被渐渐抹去。 

二、如何应对目前面临的初中语文教学上的相关问题 
1.通过加大学生们课堂内外地阅读量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课内的阅读其实是一种精读，在语文课上，可以通过精读课

文，分析课文的方式达到阅读的目的。而课外的阅读，主要是略
读，增大阅读量成为主要目的。通过这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学生
们的阅读水平定将获得一个长足的进步。其实在笔者看来，课外
阅读是课内精读的有效补充以及扩展。通过课内的有效阅读，为
发展课外阅读做充足准备，这也是课内外阅读结合的体现，可以
更为有效地扩大学生们的阅读面。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有
的学生对于课内精读课文无法把握其内在的深层含义，从而无法
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没有深入思考的方向。而在此时教师的作
用就得以显现，在学生阅读课内课文感到无法理解时教师就要在
此时给予学生指导，让学生有一个方向。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
式让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探索，激发学生寻找答案的热情，引起
阅读兴趣，从而有效发展其独立思考的能力。 

比如说，在学习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这篇文章时，教师就
可以让学生们在课后搜索朱自清先生的其他文章加以阅读，可以
不需要像学习《背影》一样精读，只需要大概了解即可，有了课
上学习朱自清的散文，在课后进行拓展性阅读也会简单许多。 

2.读写结合，提高阅读应用能力 

研究性阅读学习也就是老师指导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的过程。
只有当学生学会了主动学习，才有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不过，
学习固然重要，学会应用同样重要。而要学会应用，写作不失为
一种好的方法。阅读是需要日积月累的，而写作的作用就是把积
累的阅读中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来。可以说写作的前提就是需要
阅读量足够广。语文阅读的研究性学习其实就是阅读与写作的结
合。学习语文，就是学习文字，而写作，就是对文字的巧妙运用。
如果说，阅读，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性学习，那么写作，就是一种
深入的学习。任何事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研究也是如此，
由浅入深，才能学的透彻。先大量阅读积累素材，再亲身实践运
用素材，更容易让学生产生阅读兴趣以及写作兴趣，从而使两种
能力得到提高。 

比如说，在学习《安塞腰鼓》时，文章中有许多十分精彩的
描写，而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模仿，即可以模仿篇章结构，
也可以模仿写作技巧，这也是阅读的深入学习的一个方面。 

3.以问题带动思考的有效策略 
在初中语文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带动学生思

考。这种方法有助于让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解决问题。不仅如
此，通过这种方法，还可以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发散，从而提高创
新能力。笔者看来，在课堂上，老师应该提一些与文本阅读相关
联的问题，带动学生的思想回到课文中来。同时，一开始的问题
不宜设置太难，如果太难，将会打击到学生们的自信心，甚至让
学生产生一种拒绝继续思考的想法，可想而知，结果定是不如人
意。问题设置应该由简到难，让学生的思想可以跟上教师的节奏，
这样才能达到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目的。 

比如说，在学习《范进中举》这篇课文的时候，教师就可以
提出问题：范进为什么会在中举后疯了？这与他的性格是否有
关？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何关联？层层叠进，让学生们真正理
解课文文意，达到阅读目的。 

总而言之，研究性阅读的开展，对于学生的阅读能力有一定
益处，更为难得的是，这种阅读学习对于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
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大有裨益。作为当代青少年，更应该避免受
到笔者提到的几个阻碍因素的影响，把这种研究精神坚持下去。
只有深入研究，才会真正理解阅读的意义所在，从而使阅读发挥
出它本应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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