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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ability and Chinese literacy are the important goal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hinese	teaching.	In	practical	teaching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hinese curriculum reform, innovate and optimize the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mode, introduce deep learning mode, 
promote	students’	deep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Chinese	reading	knowledge,	and	flexibly	apply	it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Chinese reading learning and ensur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deep learning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ing level, 
optimize students’ reading literacy, and truly build a high-quality reading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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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能力、语文素养是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目标，与整体语文教学质量息息相关。在实际教学设计中，需要结合语文
新课改的具体要求，对语文阅读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和优化，引进深度学习模式，促进学生对语文阅读知识进行深度理解和
掌握，并对其进行灵活性应用，激发学生的语文阅读学习兴趣，保障整体初中语文教学效果的提升。论文主要对深度学习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分析，从而提升教学水平，优化学生的阅读素养，真正构建高质量阅读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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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新课标背景下，需要有效落实素质教育理念，有效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强化创新素养，真正构建高质量教

学课堂。因此，要结合初中语文阅读教学需求，引入深度学

习理念，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深度挖掘知识内容，引导

学生对文章中心思想、作业情感进行深刻理解，引发情感、

思想共鸣，强化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效培养语文素养，

助力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2�初中语文阅读深度学习的意义

深度学习以学生为中心，在学习导向下，助力学生进

行知识构建、转化、应用。在深度学习理念下，可以激发学

生内在学习动力，强化知识理解，并巩固知识记忆。深度学

习是在新旧知识基础上构建的知识体系，能够对深层知识进

行全面掌握，确保学生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强

化知识迁移，提高学习效果，助力学生批判思维、知识整合

能力的有效性培养 [1]。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入深度学习

模式，能够增进知识理解深度，并强化对文章思想情感、价

值观念的感知体验，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促进学生思想品

德、综合素养的有效性培养。在语文阅读深度学习中，要对

文本信息进行有效提取，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知识经验，

强化学生的学习体验；在此基础上整合学生的自身体验，带

着自身的生活经验对文章中的思想情感进行感知；然后构建

理解，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信息，实现新旧知识结合、转

移，强化理解能力的提升；在反思运用阶段，对所学知识进

行实际应用，实现知识的多角度理解，形成良好的语文思维，

并对学习效果、知识理解深度等进行全面性评价。通过深度

学习的开展，能够明确教学目标，提高语文阅读教学质量，

强化知识掌握程度，并拓展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内在学习热

情，并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鼓励学生进行自主阅读、表

达和探索。初中语文深度学习的开展，能够提高阅读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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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实现深入阅读，强化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同时能够潜

移默化中感染学生的思想道德，形成良好的三观，保障学生

阅读能力、表达能力、思维逻辑能力的全面提升。还可以提

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在深度学习模式下，需要教师认真备课，

详细钻研教材，保障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并对学生进行正

确引导 [2]。其中，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差异性如表 1 所示。

表 1�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差异性

浅层学习 深度学习

学习方式

以老师为中心，以内容

为导向，死记硬背，简

单复制

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为

导向，自主学习、建立模型

学习态度 被动低投入 主动高投入

学习动机 来自外部压力 来自自身需求

学习目的 应付课程，应付考试 自我理解，寻求意义

学习结果

信息孤立，看不到学习

的价值和意义，最终纸

上谈兵

串联知识，结成知识树；提

高认知，应用于实践

3�基于深度学习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3.1�明确教学目标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为了引导学生开展深度学习，

需要结合初中语文教学要求，明确深度学习目标，以便对阅

读教学提供正确性方向指引，为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奠定良

好的基础，保障阅读效果的全面优化 [3]。在具体的教学中，

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基本学情、实际需求等，对阅读教学目

标进行优化设计，对学生的阅读思想进行有效引导，强化深

度学习的贯彻落实。由于不同学生在语文阅读能力、学习兴

趣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性，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分层教

学，并设置分层教学目标，确保全体学生都能够充分融入深

度学习活动中，强化语文阅读效果。

3.2�创设教学情境
在深度学习指导下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需要学生对

阅读文本进行深入理解，因此学习过程具有一定的难度，需

要学生耐心、认真阅读。在此环节中，需要结合阅读内容，

为学生创设特定的阅读情境，通过形象化、生动化的方式对

阅读文本进行呈现，与初中学生性格特点保持契合性，才能

有效激发学生阅读热情，调动学生内在的阅读意愿 [4]。在具

体的阅读情境创设过程中，需要对多媒体技术进行优化应

用，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融入文字文本中，引导学生以更

加直观化的方式对阅读材料进行掌握，从而增进学生对文本

的理解，强化阅读效率的提升。情境教学法在深度学习中的

应用，能够增进学生情感认知，确保学生能够对文本中所表

达的情感、价值取向进行深刻领悟，强化学生的阅读体验，

并对学生多种感官进行刺激，激发语文思维，保障深度学

习效果的提升。例如，在学习《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相关

知识时，教师需要通过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播放诗人的相关视

频，让学生对诗人生活背景进行形象化了解，并对诗词中所

表达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内核进行深刻理解，确保学生能够对

诗词内容进行全面掌握，并感染学生的爱国情怀。

3.3�构建生态课堂
在深度学习模式下，需要有效落实新课标的要求，构

建开放性、灵活性的语文阅读教学环境，突出体现学生在语

文教学中的主体性，转变教师角色定位，充分发挥教师的主

导功能，实现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激发学生

课堂学习中的主人翁意识，保障阅读教学效果的全面提升 [5]。

在生态课堂中，教师需要详细调查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并

掌握学生的需求、愿望、意识等，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在深

度学习方案设计中，需要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等进

行详细了解，对教材内容进行优化整合，引进启发式教学模

式，引导学生对作者情感、思想进行深刻理解，保障学生阅

读能力、理解能力的提升。此外，教师要对学生的阅读过程

进行科学指导，对学生进行鼓励性评价，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增加学习自信心。同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结合教学目标

针对性设计教学方案，突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性，强

化阅读教学效果的提升。

3.4�多角度切入文本
语言是作者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途径，因此要保障

文本语言的科学性、规范性，才能对作者思想进行准确性表

达。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要利用语言的应用，描绘情景、

抒发情感、塑造人物、表达感悟等。在深度阅读教学中，要

鼓励学生多角度切入文本，确保学生能够对文本语言进行深

刻品位，增进文本理解。在深度阅读学习中，教师可以利用

替换对比方式，让学生深刻领悟到文本语言美感 [6]。如可以

引导学生对《天净沙·秋思》中的“昏”“瘦”等关键字进

行替换，从而让学生直观感受原文的表达效果，强化学生对

语言魅力的感知体验。还需要发挥学生的想象力，确保学生

能够深刻感知语言意蕴美。通过想象能够生动化还原文本画

面，调动学生的情感共鸣，引导学生与作者深层对话，进而

碰撞出思想上的火花。通过想象教学方式，能够对文本画面

进行填补，以便全面还原作者创作意图和文本隐含的思想内

涵，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3.5�展开群文阅读
在以往的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思想较为受限，

且单篇阅读文本容量不足，难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整合能

力，不能引导学生深化理解文本的思想情感。基于此，教师

需要积极创新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方法，引进深度学习理念，

对多文本组合进行整合应用，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7]。

在具体的文本组合过程中，可以把主题相似的文本进行统一

整合，引导学生开展群文阅读，让学生对特定主题下的文章

写作方式、抒情方法进行深入理解，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共

鸣。此外，还可以对不同风格的文本进行对比分析，以便让

学生对不同体裁的文本特点进行详细了解，进而掌握针对性

的阅读方法，保障阅读能力的提升。还要对相同作者的不同



31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科研学术探究·第 03卷·第 07 期·2024 年 07 月

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引导学生开展整体性、深度化思考。

3.6�丰富教学活动
深度阅读中更加注重学生的阅读体验。基于此，要结

合语文阅读教学需求，对阅读文本的情感、思想信息进行深

入挖掘，并结合新课标改革的要求，引进多元化的阅读教学

方式，并组织开展生动形象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对阅读内

容进行多角度理解，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对学生多种感官

进行良好刺激，保障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全面性培养。例如，

在学习《皇帝的新装》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结合教学目

标、学生特点，鼓励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改编，转化为话剧

剧本，引导学生对文本中的各个角色进行扮演，如皇帝、骗

子、大臣、小男孩等，并对剧本中的内容进行真实演绎。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引导学生在话剧情景中真实对话，并使其在

话剧剧本自主设计中形成良好的创新意识，提升创造能力，

加深学生对文本内容的充分掌握，深化人物性格特点理解，

有效锻炼学生的交际能力。

3.7�开展拓展阅读
在新课标标准指导下，需要强化语文教学中的传统优

秀文化的挖掘和传授，对学生思想修养进行良好培养。教师

需要结合深度学习的需求，明确教学目标，深度挖掘语文阅

读文本中对传统文化元素，积极实现拓展阅读，融合课内外

知识，突出体现阅读教学的育人功能 [8]。在深度阅读学习中，

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认真学习课堂内容，鼓励学生自主探索，

对阅读文本的写作技巧进行全面掌握。在实际教学中，需要

引入主题教学模式，进而引导学生深化感悟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的应用，能够明确教学目标，集中学习内容，

在阅读主题引导下强化阅读经验和情感体验。同时能够突出

学生在阅读活动中的主体性。例如，教师可以以“古诗词中

的酒文化”为主题，引导学生开展针对性的阅读活动，并引

导学生进行分组合作阅读，对古诗词中的酒文化知识进行多

渠道查询、整理，以便让学生对古诗词中的酒文化、情感、

情怀进行深刻理解，实现学生知识范围的拓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入深度学习理念，

需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进行自主阅读探究，强化

学生阅读能力、语文素养的有效性培养。在实际的深度阅读

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新课标要求明确教学目标，并创建教

学情境，构建生态课堂，开展拓展阅读，引导学生进行读写

合作学习，确保学生能够深刻理解阅读文本的思想情感，引

发情感共鸣，保障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有效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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