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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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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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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已成为重要的教学板块，需要语文教师给予高度的重视。为了提升学生的阅读能
力，促进学生的素质发展，语文教师必须要加强对阅读教学的研究，力求攻克学生的阅读难题。论文就初中语文阅读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简要的分析，希望能够对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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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性

1.1 提升学生认知和理解能力

初中生与小学生不同，他们在学习知识和记忆知识上，

具有较强的主动探知能力。由于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学习

经验的不断积累，初中生能从日常学习中汲取更多的知识。

众所周知，阅读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板块，也是学生学好语

文的必要路径。在初中学习阶段，对学生进行优质的阅读教

学，能够提升初中生的认知力、感知力、理解力，对初中生

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

1.2 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从某种层面上看，人类获得知识离不开实践和阅读。

由于人的实践是有限的，所以想要获取更多的知识就需要依

赖阅读。阅读在整个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

对塑造学生学习特性，培养学生学习品格有着巨大的作用。

学好阅读，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语文综合素养，还能丰富学生

的语文情感，使学生语文思维变得更加全面。长期的阅读训

练，能够逐步加强学生的语文行为能力，逐步提高学生的思

想境界，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

2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对阅读教学重视度不高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语文教学越来越有深度。为了

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

性语文教育。然而一些语文教师，忽略了阅读教学的重要性，

没有重视利用阅读来丰富学生的知识底蕴，致使学生无法有

效提升自身的语文成绩。由于阅读与其他语文知识的联系是

不直观的，所以学生对阅读也出现了错误的认知态度。长此

以往，学生没有积极学习阅读的意识，致使各方面知识水平

不断下降，从而无法学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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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阅读课程安排不够科学合理

受应试教育体制影响，阅读课程安排一直处于不合理

的状态。如教师在实际阅读教学中，总是集中一些课堂时间，

加强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灌输，而忽视阅读实践过程，致使

学生所学的阅读知识只是“纸上谈兵”，毫无一点用途。由

于阅读是一个循环、长期的教学过程，需要教师给予学生足

够的关怀和引导，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但一些语

文教师没有重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挖掘阅读潜能，致使

阅读教学变得过于僵化，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2.3 师生互动不足，学生学习地位低

在实际阅读教学中，教师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

阅读时间，需要依托阅读实践为学生总结阅读技巧和阅读经

验，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能力。然而一些语文教

师没有重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地位，依然在课堂教学中运

用“一言堂”的教学方法，致使学生阅读过于被动，缺少提

问的果敢，从而无法消化教师所教的知识。再加上师生之间，

没有良好的互动，教师与学生关系不融洽，相互不理解，导

致阅读教学过于死板，缺少学习气氛，也会给学生学习阅读

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2.4 教学内容生硬，缺少语文情感

现阶段，初中阅读教学仍处于滞后阶段。由于教学内

容过于生硬，教学方法过于单一，学生根本无法从实际教学

中，获取更多、更好的语文知识。再加上阅读学习过于机械

化，没有融入语文情感，导致学生不能准确挖掘论文内容的

中心思想和思想情感。长此以往，学生将会丧失语文思维，

无法有效地提高自身的语文能力。

3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完善的策略方法

3.1 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师教学意识

随着阅读教学的不断推进，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

意识已成为语文教师教学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教师必须要

充分考量阅读教学的内涵，加强阅读教学方法的创新，从而

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帮助学生深入阅读。首先，

教师应将学生自主阅读放在首要位置。通过发挥学生的主体

地位作用，不断引导学生兴趣阅读，从而使学生掌握更多的

知识。其次，教师应充分结合教材内容，对学生进行必要性

的知识延伸。通过与学生一起研究阅读教学内容，帮助学生

感悟语气、语势、语感，从而在丰富学生语文情感的同时，

提升学生的理解和感悟能力。最后，教师应制定更加具有针

对性的教学目标。通过依托角色扮演、情景植入等阅读教学

方法，不断渗透阅读基础知识和技能，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素

养，从而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例如，在讲解《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这一课内容的时候，教师就能够先对学生提出问

题：“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在爷爷奶奶的菜园里玩过呢？你们

记忆中的百草园是怎样的呢？”此种问题和学生的现实生活

有着较大的关联，所以必定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产

生议论的兴趣。接着教师就可以提供给学生几分钟的时间，

让他们针对此种话题进行讨论和交流，阐述自己印象中的百

草园和菜园等。而在学生议论完毕以后，教师就能够利用多

媒体设备呈现出“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

树……”等情境，在进行提问“同学们在看到这副美好景象

的同时，想不想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描写的呢？”如此一来，

学生必定会对课文内容产生强烈的探究欲望，进而积极主动

地去进行阅读和学习，确实达成了一举多得的授课效果。

3.2 加强课程安排，发挥教师教学作用

在新课改的要求下，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得到了重视。

在这种教学局面下，教师必须要重视研究课程安排问题。通

过充分结合书本教材内容，不断分析阅读教学中的各个环

节，帮助学生制定明确的阅读目标，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好地

体验和感悟阅读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把握兴趣化

原则，通过深化阅读教学的趣味性，不断发挥教师的教学效

用，在最大限度上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学习阅

读。一直以来，学生自主阅读时间不足、消化知识能力弱

是影响学生阅读学习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教师应合理安排

阅读知识讲解时间，以及学生自由讨论和自主阅读时间，从

而保证每节阅读教学课的质效性，逐步推进和提升学生的阅

读功底。例如，在讲解《皇帝的新装》这一课内容的时候，

教师就能够让学生先对论文进行细致的阅读，知晓论文想要

呈现出来的大致含义，并将全班学生划分成诸多小组，让他

们以小组为单位针对“人物性格特点、内心特点”等进行分

析，明确论文人物的情感和性质，接着再组织学生参与到角

色扮演的小游戏中，随意挑选几个学生扮演论文中的皇帝、

大臣、骗子以及百姓等。如此一来，所有学生都能够参与进

去，而对重要人物进行扮演的学生必定会认真揣摩角色的特

点和性格，进而掌握论文想要表达的主旨。此种方式的应用，

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让他们真正掌握本堂

课教师讲解的内容，确实拥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3.3 提升学生主体地位，增进师生互动

提升学生主体地位，已成为阅读教学的必然趋势。它

既是保证学生实践阅读的有效手段，也是强化学生阅读思维

的重要方法。基于此，教师一定要在实际教学中，加强与学

生之间的互动。教学互动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它不仅能帮

助教师掌握学生的心理，还能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因此，

教师需要创新互动方法，加强互动力度，保证学生的注意力

和专注力，从而促进学生吸收阅读知识，提升阅读素养。例

如，在讲解《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这一首古诗的时候，

教师就能够让学生对诗词内容进行学习，知晓段落、语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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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字词的解释含义，明确作者想要呈现出的真实情感，掌

握古诗的主旨思想，在这一基础上让学生和自己进行沟通与

交流，同时对此首古诗进行音乐创作，将其改编成一首通俗

易懂的歌曲。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一定要加入到学生中，和

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只有如此才可以缩短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距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此种方式的应用，不仅可以

让古诗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和背诵，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深化学生对古诗的印象，凸显出他们在课堂上的主体地

位，进而提高实际的授课效果和授课质量。

3.4 推进和优化情感阅读，加强问题导入

学习阅读不是简单的阅读，更不是死记硬背，它需要

教师逐步丰富学生的阅读情感，加强对阅读问题的导入，从

而逐步提升学生的阅读功底。首先，教师应教会学生阅读。

通过带领学生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读，帮助学生获得语文感知

力，从而逐步加强学生深入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教师应重

视带领学生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结构内容，加强学生对关键

词、关键句的理解，促进学生找寻论文的中心思想，推进学

生对各类论文的敏感度。再次，教师应创设良好的阅读情景，

帮助学生丰富语文情感，使学生能够感悟到作者写作的意

图，体验作者写作的情感，加强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最后，

教师应在实际阅读中，给学生设计一些小问题。通过让学生

带着问题阅读，逐步构建学生的阅读思维，强化学生的阅读

能力。例如，在讲解《口技》这一课内容的时候，教师就能

够利用互联网技术搜索大量和本篇课文内容相关的音视频，

然后在课堂上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呈现出来，随着视频的

播放，学生必定会全身心的沉浸其中，认真聆听与观看神乎

其技的口技，进而对论文中所描述的“满座宾客无不伸颈，

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这一句话产生认同感。此时，

教师就能够引导学生对论文进行阅读和学习，掌握重难点知

识，如此一来，确实可以达成一举多得的授课效果，不仅增

强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倾听能力，还能够让学生对语文课产

生浓厚兴趣。最后，教师还能够让学生对论文中描写的那些

口技进行尝试，那么学生必定会感受到其中的困难，切实对

口技人才产生浓浓的兴趣，进而为学生后续阶段的进步和发

展铺垫牢固的基础。

4 结语

总之，初中语文教师应重视研究阅读教学。通过结合

自身的教学经验，不断分析学生在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制定

有针对性地解决方法，从而逐步引导学生学习阅读，提高学

生的阅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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