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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proces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eaching work, Chinese subject as a basic 
subject, rol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ulture education,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outlook on life, world outlook 
and value concept has no alternative role, not only help for students in the future Chinese learning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can 
promote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recent years, the educational circle has begun to explore the mode of “teaching less 
and learning more” for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that is, teachers reduce the teaching time in teaching so that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more in reading, analysis and thinking,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nd autonomy in acquiring knowledg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 of “teaching less and learning mor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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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少教多学”模式的探讨
吴洁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致远初级中学，中国·江苏 南京 210029

摘  要

新课改进程的深入对教学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语文学科作为基本学科，在初中文化教育中作用重大，语文阅读教学，
对于培育学生端正的人生观、世界观乃至价值理念都有着无从替代的作用，不仅有助于为学生今后的语文学习奠定坚实基
础，更能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近年来，教育界开始探索采用“少教多学”模式进行语文阅读教学，即教师在教学中
减少讲授的时间让学生更多地参与阅读、分析和思考，以此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获取知识的自主性。论文就初中语文阅
读教学“少教多学”模式的构建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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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中学一级教师，从事初中语文作文指导教学方法和初

中语文教学策略研究。

1 引言

语文阅读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学生的读写水平，更为

重要的是从内心深处培育学生的个性与品位、开阔学生的眼

界，从而实现熏陶学生情操的目标。“少教多学”的教学模

式是教育工作者在新教育形势下创造性提出的新方法，“少

教”即启发性地教、针对性地教、创造性地教和发展性地教；

“多学”即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走向深度学习、积极学习、

独立学习。“少教多学”教育模式在初中语文阅读课中的运

用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课

程改革倡导核心素养的背景下，加强对“少教多学”的研究，

探索语文教学“少教多学”的策略与方法，对提高语文教学

有效性意义重大 [1]。

2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忽视
基于中国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实践而言，部分教师在

开展课堂教学工作时仍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未充分尊

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教师在备课时始终以自己的主观

认识为基础工作的出发点、以满足学生的最终应试需求为目

标，教学活动的事前准备工作较为形式化，学生仅跟随教师

的指导而前进，并未进行独立思考，教学工作难以培养学生

的优秀品质，也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严重束缚了学生的

自由思想，不利于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

2.2 教学目标较为浅显
中学时期的学生正处于多种技能的训练与提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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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语文教师的教育任务非常重要，不仅要重视传授基本

理论知识，还应提高学生阅读积极性，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

学成效。但从课堂教学实践来看，部分语文教师在开展阅读

教学时，为更好地适应下一阶段的教学要求，教师多选择对

阅读文章的中心思想及撰写手法等进行重点介绍，就具体课

堂实际状况而言，这一方式存在较大缺陷。部分教师仍存在

使用传统“填鸭式”的教育方式，通常针对某篇文章的具体

书写手法进行简单介绍，而后让学生加以牢记，教师在此过

程中缺乏对学生的必要点拨，使学生仅掌握文意的具体书写

形式，无法做到举一反三 [2]。

2.3 语文阅读质量较低
语文课文源于生活，但真正高效的语文课教学却源于经

验积累，尤其是对语文阅读教学而言，书本上的阅读内容通

过是开启学生眼界的另一扇窗，要想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师就应重视拓展和丰富书本之外的教学内容，以提升学生

的语文阅读素养，进而达到语文课阅读能力与教学效果的目

标。但是当前多数教师认为语文阅读教学仅是为了使学生掌

握分析文字的能力，而非训练学生对文字品鉴的能力。在这

种思维下所开展的语文阅读教学工作不仅收获理想的教学成

效，还会使学生的复习过程较为死板，甚至产生抵触和厌倦

等不良学习心态，进而影响语文阅读教学效果的培养。

3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应用“少教多学”
模式的意义

3.1 启发学生阅读思维
“少教多学”模式的运用能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交流，

获得对文本的深度理解，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究阅读文本中矛

盾及疑点的过程中，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意识，使学生在

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展阅读思维能力。以《观沧海》一文为

例，在带领学生阅读论文时，教师可首先要求学生对本篇作

者及论文的创作背景有初步了解，即论文写于曹操北征乌桓

时所创作，曹操在出征归来的途中，曹操经过碣石山时登山

所作，正是大胜归还、意气风发的时候。然后，教师带领学

生阅读论文，结合注释翻译全文，在对全文故事有初步认知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文中内容进行思辨。接着，教师让学

生思考“以不变和变化为探讨，主要写了哪几个方面？”“文

章中的情感是如何变化的？”“谈谈你对作者在文中显露出

的情感的认知？”等问题，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认知。随后，

教师在学生初步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询问学生得出这一认

知的原因。上述过程既尊重了学生独立主体的地位，也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学生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思辨文章内涵，以便更

加深刻地理解文章主旨。

3.2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阅读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难点部分，阅读教学

工作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学生逻辑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

及核心素养等方面发展的高低。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而言，

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语文知识，也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

力，但是他们对阅读文章的理解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模式

较为枯燥乏味，学生难以获得对课文内容独特的见解，也缺

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少教多学”教学模式的运用有助于

引导学生树立思辨思维，让学生从多角度、多方面分析问题，

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保障学生实现全面发展，能使学生

在既定目标的指引下，结合自己的个性差别化地看待问题与

解决问题，对阅读内容展开思辨性的学习与探讨，以此找到

问题的答案，实现理性化的发展目标。除此以外，学生在阅

读和学习文章的过程中还可以从文章中获得知识并将其内

化，以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有效地拓展自身的学习空

间，形成独立思考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4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应用“少教多学”
模式的策略  

4.1 引导学生自主训练元认知  
元阅读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思考的学习过程，

也是一种有体会的学习感知。教师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应

用“少教多学”模式的过程中，应重视引导学生形成阅读

体会意识，为学生传达读书体会在整个阅读学习中的重要意

义，带领学生深入感知阅读文章中的人物情感，有效培养学

生的体会能力及表达能力。教师在阅读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

中，应重视询问学生什么是阅读、学生设定的阅读计划是

什么、所阅读的文本内容是什么、在阅读中有哪些地方需

改进……通过设置系列问题来帮助学生明确元认知的概念，

让学生在自我评价与反思的过程中明确自己在阅读时存在

的问题，以帮助学生能有针对性地训练和提升自己的阅读能

力，最终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同时，教师还应引导学生深

入分析阅读文本，理清阅读文本的本质，并引导学生反复思

考阅读文本中的重点词句，并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将这些重点

部分展示出来，以形成自己的阅读思维模式，从而达到对文

本内容深入理解目的。以《纪念白求恩》一文的教学为例，

教师教学论文时可遵循七步教学法：一是预习。教师在正式

授课前，应先让学生预习文章，获得整体思路，初步了解全

文框架。二是建立学习目标。教师应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阅

读思路，让学生能了解文本思路，教师在学生正式阅读文章

之前，应为学生明确方向。针对论文，教师可以记叙文要点

导入论文，提出具体的问题，如“文章开头对白求恩同志的

介绍有哪些？有什么作用？”“文章各段要点之间的联系是

怎样的？”“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身上最本质的东

西是什么？”“文章引用‘列宁主义认为……’一段话的作

用是什么？”让学生能带有目的地去阅读全文。三是自主学

习。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鼓励学生独立自

主，形成自己的阅读思维。四是讨论。在引导学生阅读时，

教师应鼓励学生合作探究，在讨论中交换彼此的思想，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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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五是展示。教师应鼓励学生勇于发言，敢于表达自己

的意见与看法；六是拓展。教师应在学生阅读结束后，让学

生复述自己所运用的阅读策略，明确哪种阅读方式最为有

效，以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3]。

4.2 组织阅读实践活动，体会真实故事情境
故事情景设计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根据具体的内容，

让学生以情节的形式表达内容，以达到引起学生注意力的目

的的教学方式。故事情景设计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教学方式，

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思维与想象能力，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

和把握文章的内涵。教师应重视组织活动，带领学生深入社

会实践中体会真实的故事情境，如教师在教学《春》一文时，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春游，深入大自然感受春天的景象，让学

生亲眼体会到生机盎然的美，领悟大自然的独特景色，让学

生在此过程中提升对春天的感知度。教师们通过运用情境教

学法来开展对该文章的教学，可以让学生获得全面、深入的

了解，同时，学生在亲身体会的过程中也更能激发自身的阅

读兴趣，实现学生的悦读，促进阅读课程质量的有效提升。

4.3 师生协作教学，保持语文阅读热情
初中语文教师在运用“少教多学”教学模式开展阅读

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应重视开展与学生间的合作学习，拉近

与学生间的距离，以更好地走进学生内心，获得学生信任，

在此基础上更顺利高效地开展教学工作，教师在与学生进行

协作的过程中应重视以引导和表扬为主，实现师生间的“美

美与共”。在开展师生协作的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

发言，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挥自我的想象力，用语

言描绘出阅读文章所勾勒的画面，对学生的表现形式进行及

时的肯定与表扬，以使学生充满信心，增强学生参与课堂学

习的积极性。如教师在教学《紫藤萝瀑布》一文时，教师可

以放映紫藤萝的图片，让学生对文章的抽象意象能有具体的

把握，教师可以在学生观看完以后询问相关问题，如“你从

图片上看到的紫藤萝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特点？”这一株

不起眼的紫藤萝为什么会引起作者的注意呢？等问题，教师

可在学生回答之后，进一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问题，在学生

回答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见解，引导学生继续思考——教师

和自己的观念有何异同？是否赞成教师的观点，教师在引导

学生独立思考的过程中，应对学生的观点给予及时的点评和

拓展，从学生表现中提供指导建议，使学生在表现中不断地

完善自己，让学生对语文课程阅读部分的学习充满期待，以

提升课程教学价值。

4.4 组织学生以小组形式讨论阅读内容 
新课标要求教师要更注重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初中

语文教师在运用“少教多学”模式开展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

中，应重视促进学生课堂学习主体作用的发挥，根据课程目

标和文章内容，设置适合学生知识水平的教学方案。教师可

在引导学生对文章进行粗略阅读后，再让学生以分组方式进

行探究，鼓励每个成员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和其他人员加以

分享与探讨阅读后的体验，使学生在自己参与阅读练习及讨

论阅读文章主旨的过程中把文章内容逐步吸收。

4.5 阅读悦读，发挥学生的阅读想象力
教师在运用“少教多学”教学模式带领学生开展阅读

教学工作的过程中，为更好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教师应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想象力，以为学生今后进行

个性化的创作奠定坚实基础，有效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口

语表达能力。如教师在教学《陈太丘与友期行》一课时，可

以在带领学生阅读完全文后，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与空间，

让学生充分发挥自我想象力，对其中的留白部分进行个性化

创作，以逐步升华学生的阅读情感和水平。如，教师可以详

细描述友人的高傲姿态，利用这部分内容锻炼学生的个性化

创作能力，让学生改写、编写或续编出相应的故事，并将自

己的故事在课堂上进行展示或叙述，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

和口语表达能力。此外，课堂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主要场

所，因此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应重视构建高质量

的环境，充分发挥课堂氛围“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关注学

生的心理需求和学习需要，在课堂中营造良好和谐的氛围，

为学生想象力的发展构建良好的环境，同时坚持民主管理，

鼓励学生勇敢发言，说明自己所喜爱的阅读文章，引导学生

与教师成为好朋友，拉近师生间的距离。

5 结语

初中语文阅读意义重大，不仅能陶冶学生的情操，同

时还能锻炼学生的内心品质，对于初中学生而言，其正处于

由小学向高中过渡的关键期，初中学生阅读课程质量深刻影

响着语文课程的整体教学质量，教师应积极采取高效的教学

方式，有效运用“少教多学”的教育模式，引导学生自主阅读，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最终促进初中语文

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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