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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评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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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语文评点阅读教学效率，本文从评点阅读要尊重学生个性化阅读、评点阅读要注重学生探究活动、评点阅读

要融入阅读情境之中三个方面对初中语文评点阅读的教学实践进行了论述。旨在全面提升初中生的阅读能力，培养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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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评点阅读是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的点评。引导学生

进行评点阅读可以有效转化“教”与“学”的关系，即教师

的教逐渐转向学生的学，逐渐形成以学生自主学习为核心的

阅读情境，也会为学生打开一个多元对话的阅读世界，从而

增强学生阅读体验，培养学生阅读习惯，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二、评点阅读要尊重学生个性化阅读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也就是说学生要在教师的指

导下开展积极主动的阅读活动，以加深学习，对文本产生个

性化的理解和体验，在个性化思维情感活动之中形成自己的

思考和感悟，获得审美享受。要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评点阅

读，一是教师要允许学生多元化理解文本，从而增强学生对

文本理解的深度和宽度。无论是教师在课前设疑，还是学生

在阅读中生疑；无论是学生开展独立阅读还是教师对话式的

阅读，学生都可以自主选择阅读内容和阅读角度，并就文本

内容表不赞同和质疑。如果教师对学生的评点做出引导和预

设，有的学生就会从文章题目，生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个

性化的问题，能够为学生个性化评点阅读指明方向。注重个

性化的评点阅读，教师应对学生怀有一颗宽容之心，即允许

学生出错。正是因为学生有了误读，才有教师的介入，所以

教师要善于捕捉这样的时机，形成一个个教学小高潮。

三、评点阅读要注重学生探究活动

学生的个性化评点阅读散而乱，有时会出现阅读低效的

现象，具体表现为课堂上学生人云亦云，评点阅读雷同或重

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教师着力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活动，

提升学生阅读思维深度。教师要利用评点阅读的优势和特点，

充分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学生对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深

入思考和探究。在教学中，教师可抛出问题，对课文难点有

力突破，能够引导学生思考文章的主旨和作者立场，可谓牵

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说教师如果引导学生用探究式方式进行

评点，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就发现

有学生点评很有深度。从这个意义而言，评点阅读是打开学

生阅读的一把钥匙。

教师只有立足于学生对阅读问题的探究，才能使学生对

文本理解更深刻、更全面、更有精度、更有密度，真正提升

学生阅读思维。整本书阅读是促进学生阅读能力和综合素养

提升的好方法。小学阶段的整本书阅读，学生因为理解能力

和对生活的感悟能力有限，还需要教师的引领。教师可以帮

助学生做好整本书阅读的规划。在每学期开学初，教师要通

览教材，布置好阅读任务。读完整本书后，可以开展整本书

汇报课或读书会，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阅读感悟及所思所

想。实践证明，学生很喜欢汇报课，他们的汇报形式多样，

交流角度新颖，在评价人物形象和表达观点方面很有自己的

想法，充分做到了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整本书阅读不

仅可以让学生感悟语言文字的准确生动、想象的合理、构思

的巧妙，理解曲折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还能激发

学生的想象，引发他们对大千世界和多彩生活的思考。

四、评点阅读要融入阅读情境之中

语文教师若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学生在小学时读书兴趣

非常浓厚，对各种书籍都充满了好奇；但一旦升入初中，儿

乎很少有学生会主动去阅读，特别是对教材内文本的阅读，

学生会感到索然无味。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很大的

问题是师生的阅读环境和阅读的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

些经典之作很难再唤醒学生读书热情，不再使学生爱不释手、

沉浸其中。这一阶段，学生的阅读取向正从经典转向时尚、

从传统转向现代。如现在的学生很喜欢曹文轩、刘慈欣等当

代年青作家的小说，面对校园阅读这种环境的变化，语文教

师要继续探索评点阅读，增强阅读的吸引力。对此，教师可

以在点评阅读中创设阅读情境，将文本内容和生活紧密联系，

使学生读有所思，思有所误。

跟“语文主题学习”的脚步，转变教学方式，不再对课

文逐篇分析讲解，而是以单元整体推进的方式开展教学。根

据单元主题进行整合备课，利用两课时完成单元预习课，对

于每单元的精读课文，采用“1+X”课型；其他三篇课文，

则运用精读课习得的方法，用一个课时的时间进行组文阅读。

在读书汇报交流课、习作表达课和口语交际课上，学生实践

表达方法，培养表达能力。这样的单元整体教学，不仅使学

生语言流畅了，思维敏捷了，而且使他们养成了良好的阅读

习惯，变得积极阳光、健康向上。

五、结论

综上所述，评点阅读既是教师教的变革，也是学生学的

转变，经典评点阅读通过学生与文本山浅入深的对话，使学

生逐渐走向自主阅读，形成阅读的好习惯，从而提升自身的

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 张聘南 . 初中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的分析［J］. 学周

刊，2019（30）：124.
2. 刘宁涛 . 初中语文阅读对话教学的有效策略［J］. 学周

刊，2019（30）：125.
3. 张平武 . 谈怎样运用信息技术上语文课［J］. 学周刊，

2019（29）：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