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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文本阅读，提高初中生语文阅读能力

泸县云锦镇青狮初级中学校 王洪全

关键词：文本阅读 初中生 语文阅读能力

内容提要：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语文听、说、读、

写的枢纽。阅读教学中，老师是引路人，起向导作用，学生是具体的参与者，是

学习的主体。老师的向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功能却离不开一个平台的搭建，那就

是教材的文本内容。在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一切阅读目标的实现，都要在教材文

本中进行。走进文本，学习字词；走进文本，分析人物形象；走进文本，理解主

题思想；走进文本，品析修辞手法。在阅读教学中，老师无论进行哪个方面的教

学，都要让学生在文本中进行，让学生走进文本，在反复品读，细细咀嚼、玩味

中获得认知，这才是真正的阅读教学。我相信，只要语文教师们在课堂教学中重

视文本阅读，就一定会提高初中生语文阅读能力。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语文听、说、读、写的枢纽。阅读

教学中，老师是引路人，起向导作用，学生是具体的参与者，是学习的主体。老

师的向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功能却离不开一个平台的搭建，那就是教材的文本内

容。多年来的语文教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一切

阅读目标的实现，都要在教材文本中进行。让学生走进文本，还学生一个真实的

阅读，便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要谈及的中心话题。

让学生走进文本，老师要先走进文本，也就是说，在阅读教学前，老师要先

去阅读教材，精研文本信息，对文本内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文本内容拆得散，

合得拢，做到课前胸有成竹，课中随心所欲，这是老师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进行解

读学习的前提。让学生走进文本，老师要保证让自己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在文本中

进行，不可做脱离文本的教学。可是有很多老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就是喜欢脱离

文本，直输直灌，以为这样就可节俭教学时间，就可让学生获得所谓的标准答案，

殊不知，这种没有经过学生认真咀嚼、玩味所获得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一

堆死的知识，学生的语文素养得不到应有的提升不说，学生的个性思维也得不到

应有的发展，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丧失学习语文的兴趣。让学生去咀嚼、玩味文

本，这是需要时间的，因此要给足学生时间，让学生能充分去读，去咀嚼、玩味。

课堂上不给足学生时间，只是跑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做法，这不是真正的阅读。

下面我从平时四个方面的语文教学来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以此

来阐释我的观点。

一、走进文本，学习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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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课文都有一定的字词供学习，这些字词，老师不要来不来就事先抛给学

生，而要让学生自己走进文本中去找，每个学生的情况不同，他们对生字词的获

取也就不同。课堂上老师首先要让学生抛出自己对生字词的学习情况，说出自己

解决不了的地方，并要阐述自己的困感所在，在交流中如果别的学生能帮着解决

的，就让学生来帮着解决，如果学生实在解决不了的，老师可加以引导，但要回

归到文本中去，特别是多音字，多义词，旧词新用等。之后，老师如果还不放心，

可抛出自己预先设计好的字词练习题来检测学生，在检测中让学生对课文的字词

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学习。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的字词比较繁

杂，要想让学生真正掌握好文中的字词，也不是件容易之事，我在教学时，首先

让学生通读全文，对文本内容作一个初步的认识，之后，我才让学生勾画出全文

的生字词来，让学生结合注释，借助工具资料书，在具体的语境中去辨析字音、

词义，特别是对一些多音字如“拗”“攒”“折”等，一些特殊词语如“机关”

等，更是让学生结合文本进行认真辨析，如我教学“机关”一词，我先让学生找

到这个词所在的句子“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这句，“机关”

一词有多种理解，但在此句中是什么意思呢？我引导学生作了一个这样的分析，

此处句意是说美女蛇已经缠上了那个读书人，要在夜间来吃那个读书人，而那个

读书人却浑然不知情，不过却让老和尚给看破了，所以此处“机关”一词是一种

别人没有看出来的东西，作了这样的思考之后，“机关”一词在此理解为秘密，

学生就自然明白其中的原委了。

二、走进文本，分析人物形象。
分析人物形象，必须让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进行。我在上马及时的《王

几何》时， 我引导学生对王几何形象的分析就是这样做的。分析前，我先抛出

一问：“文中王几何是一个怎样的人？从文中哪些语句可以看出？”很多语文老

师也教过这一课，在分析王几何形象时也可能提出过这一问，但在分析过程中让

学生草草收场，老师急于抛出标准答案的居多。当时我却是这样做的，第一步我

给足时间让学生分小组围绕这个问题在文中找句分析。第二步我让学生在班上充

分讨论交流。在这个讨论交流过程中，我不惜花大量时间让学生反复读，不停的

咀嚼、玩味。举几例，如对学生找出的这一句话“须臾，一个方头大耳，矮胖结

实的中年人夹着一本厚书和一个大圆规，一个大三角板挤进门，眨眼工夫就站到

了讲台上。”在学生读句之后我问学生“方头大耳，矮胖结实”究竟是怎样的一

种身型？在头脑中浮想一下，在纸上画出来，之后我让学生在班上找找，看看班

上哪个同学的身型像这种身型，这种身型会给你怎样的感觉？之后，我又问学生

怎样才算是“挤”？能不能在教室门口表演一下“挤”这个动作？照理，身体矮

胖的人是走不快的，但我们这位“方头大耳，矮胖结实”的王几何老师却在这“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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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工夫”里就走到了讲台，“眨眼功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短法？“眨眼工夫”

这位“方头大耳，矮胖结实”的王几何老师就走到了讲台，从这里你又读懂了什

么？最后小结一下，这句话王几何给了你怎样的印象？又如，对学生找出的这一

句话“他突然面向课堂，反手在背后黑板上徒手画了一个篮球大的圆”，我问学

生“反手”是怎样的一个动作？“徒手”是什么意思？“反手”“徒手”在“背

后”黑板上画圆其难度有多大？能不能上台学着王几何老师画圆的样儿画一个

圆，试试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耐？这句描写你又了解到王几何老师的什么？整节

课，我就这样引导学生抓住文本内容作反复咀嚼、玩味，我没有直灌给学生任何

东西，连最后给王几何的总结语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但我可以说学生对王几何

形象的理解却甚为深刻。

三、走进文本，理解主题思想。
理解主题思想是阅读教学的又一重要内容，理解主题思想也要在解读文本中

进行。首先我们要找到能揭示主题思想的相关语段，然后去读，去咀嚼玩味。如

我在教学莫怀戚的《散步》时，我引导学生找到了这一句“我蹲下来，背起了母

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佃，

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我首先问学生“我蹲下来，

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你从中读懂了什么？很多学生都能

说出尊老爱幼来，如果咀嚼、玩味到此结束，那就显得肤浅了，我又追问学生，

“我”和妻子不这样做要不要得？学生当然答要不得。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一

下全班就炸开锅了，在不停的讨论中 ，学生终于明白了一个 “责任”问题，文

中的“我”和妻子，正值中年时代，身强力壮，上有老，也到风烛残年之际，要

照顾，要让老人安度好晚年，这是中年人的责任，下还有小，正值幼年，没成人，

也要照顾，要让他们健康成长，这也是中年人的责任，学生在恍然明白这一道理

之后，我又让学生咀嚼、玩味下文的“慢慢的”“稳稳的”“走得很仔佃”“整

个世界”等词语，让学生明白出这个责任的重大。就这样，我就引领学生在文本

中解读出了 “中年人要承担起家庭责任”这个主题思想。

四、走进文本，品析修辞手法。
学生对修辞手法的品析也要在文本中进行。朱自清的散文《春》，是一篇优

美的散文，不仅构思巧，而且修辞手法特美。我让学生找出文中的比喻、拟人等

句子来作细细的咀嚼玩味，以此去感受这些大作家文笔的优美。如对“小草偷偷

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这一句，学生明白这句用的是拟人的手法，

但妙在何处呢？我当时引导学生对文本作了这样一个解读，我问学生句中的“钻”

字可否换成“长”字？为什么？“钻”字当然不能换成“长”字，因为“钻”字

不仅写出了春草的生长，更重要的是把春草当成人来写，写出了春草具有人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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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展示了她破土而出的那种力量，以此表现春草的生机与活力，用“长”字则

是无法达如此效果的。又如学生找到这一句“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

密地斜织着……”这一句用了三个比喻，构成一组排比，不但句式整齐，而且准

确生动。我当时引导学生品析“像花针”一喻时，我问学生“花针”除了细以外

还有什么特点？讨论一下，然后让学生观察我事先准备好的花针，很快，就让学

生明白了，花针除了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闪闪发亮，我对学生说，这

正是春雨的特点，春雨不仅细密，而且还闪闪发光，作者能作如此精妙的比喻，

真的令人拍岸叫绝。

以上我从学习字词，分析人物形象，理解主题思想，品析修辞手法四个方

面的语文教学来谈了我对学生走进文本，进行阅读学习的一些做法，其间也渗透

了我在语文教学中的一些观点，归纳起来无非就是这样一句话：在阅读教学中，

老师无论进行哪个方面的教学，都要让学生在文本中进行，让学生走进文本，在

反复品读，细细咀嚼、玩味中获得认知，这才是真正的阅读教学。我相信，只要

语文教师们在课堂教学中重视文本阅读，就一定会提高初中生语文阅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