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课内阅读有质量，有数量，有深度，可以培养学生

阅读兴趣，此外还有必要基于教材整合进行课外阅读延伸。扩
大课外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基于课内阅读，延

伸课外阅读，在阅读中丰富精神世界，咀嚼生命的滋味，培养

良好的阅读习惯，让人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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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是， 正确理

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一个明确的变化就是重视课外阅

读：应加强阅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精读、略读和浏

览，不断提高阅读品位。基于课内阅读，延伸课外阅读，在阅读

中丰富精神世界，咀嚼生命的滋味。
一、阅读巧引入，激发兴趣

要使学生在阅读教学中享受审美乐趣， 教师需为他们搭

建桥梁，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生活中受到熏陶，获

得启迪。 下面就是我在教学实践中的思索与体会。
（一）文字作桥梁，步步为营，水到渠成

九年义务教育八年级语文课本第一单元是以“战争”为主

题进行组材的。因为学生的历史知识有限，教师需要给他们充

足的以文字或图片形式出现的背景资料。以《蜡烛》为例，课文

塑造了一位南斯拉夫母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不平凡形象，
歌颂了反法西斯阵营中各国军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结成的深厚

情谊。
为解决阅读障碍，我及时运用多媒体提供背景资料，使学

生心中的天地豁然开朗。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课程学习当然是

步步为营，水到渠成。
（二）“朗读”作桥梁，“无声”变“有声”，“无形”变“显形”
众所周知， 孙犁小说的一大特点是通过战争描写美的事

物，刻画美的形象。他的《白洋淀纪事》之二《芦花荡》中第一自

然段落就是很好的朗诵训练的材料。 “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

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学生训练朗诵，进

行朗诵比赛， 教师也积极加入， 学生阅读的积极性被调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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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小组活动进行科学的评价

1.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价，有利于小组整体的提高。 如学

生在小组活动结束后，教师应该根据反馈的情况，表扬讨论认

真、发言积极的小组；对不够认真，活动开展不好的小组提出

希望。以小组为单位的评价提高了小组的集体凝聚力，增强了

学生参与合作的意识。
2.对小组合作学习进行评价时，评价者不仅可以是教师，

也可以是学生或小组。传统的英语课堂上，教师对于学生的评

价基本上使用 “Good！ Very good！ Excellent！ Good job！ ”
等。 单一的教师评价，让学生听起来枯燥无趣，久而久之学生

对教师的评价会麻木无视。 教师可以尝试让学生对学生进行

评价，学生的评价更容易让学生接受，新颖的评价方式也会吸

引学生。
3.形式多样的评价方式，可以有效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

和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除了传统的评价语言外，教师还可以

采用其他的评价方式。 比如在课前，教师可以准备一些笑脸的贴

画，哪个小组活动开展的好，就可以给这个小组的每个成员衣服

上贴一个笑脸，看最后哪个小组成员得到的笑脸最多。 这种评价

方式既直观又有创意，更能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完成好教师

分配的任务。 实践证明，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建立合理的

小组，培养学生良好的小组合作学习习惯，科学地选择小组合作

学习的内容，并科学的进行评价。 这样可以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

有效性，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小组活动在英语课堂中运用的注意事项

（一）布置的任务难易程度要适当

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应尽量让学生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随

着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可逐渐增加难度。 教师要掌控好难度的

水平，任务太难，学生无法用完成，就会失去信心；任务太容易，学

生达不到练习的效果，这样就失去了小组活动的意义。

（二）避免语言能力弱的学生失去信心

在进行小组活动时，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每

一个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首先，教师要让学生知道他们要

做些什么， 而且改变那些在小组活动中有过失败经历的学生

对小组活动的看法， 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小组活动中来， 使他

们明白小组活动的重要性。 让语言能力强的学生带动语言能

力弱的学生，给语言能力弱的学生分配一些简单的任务，让每

个人都有开口说英语的机会。通过不断的练习，就会增强他们

的自信心，成就感。
（三）在小组活动中，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必须以教

师为向导

小组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从而

提高学习效率， 如果教师只是片面的追求学生在讨论过程中

的完全自主，活动中教师完全不参与，实际是一种错误做法。
如果小组活动缺少教师的组织与指导， 就很容易导致课堂秩

序混乱，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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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们急切地想探究作品中人物的美，景物的美。 学生踊跃

朗诵，紧接着谈自己的阅读感受，并有感情地表达出来，使无

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使作品中的人物鲜活起来。
（三）“图画”作桥梁，渲染气氛，构建意境

有形的图画会“说话”。 文言文《刻舟记》中有一句“苏、黄共

阅一手卷”。 “手卷”为何物？ “东坡右手执卷端……鲁直左手之卷

末。 ”何谓“卷端”“卷末”？ 这只需拿来一横幅的书画作品，让学生

亲手实践，扮演苏东坡、鲁直，即可迎刃而解。 同时投影出示刻舟

投影片，帮助学生想象，理解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造诣。
教读文艺类作品，教师要因地制宜地配图片，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而富有个性的图画，可以让美的形象更感染人。
（四）“辩论”作桥梁，智谋双赢，悬疑破解

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

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阅读过程是一

个心智历程，可以用辩论作桥梁。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 ”在阅读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建立双赢思

维，帮助每个同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信息、力量和

报酬的分享。 这里的“报酬”非财非物，而是“集体智谋”。 学生

在辩论过程中，营造了和谐的课堂氛围，学生之间互通有无，
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 教师恰到好处地总结发言，掷地有声，
真正做到智谋双赢，悬疑破解。

只要我们不断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大胆探索，与时俱进，
一定会为阅读教学开创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真实自主地阅读，体验收获技巧

教给学生自由真实的阅读，阅读要有质量，有数量，有深

度。精讲课内篇目，使学生感受语言，掌握阅读技巧，为写作打

基础。例如，教学《中国石拱桥》，以学生活动为主：朗读感受说

明文语言的生动准确性；给别的同学出题；画出你理解的赵州

桥示意图；关键句排序，学生自主排序，掌握阅读技能，感受逻

辑结构；默读卢沟桥狮子的描写，思考句群组合的形式。
再如教学《老王》，让学生速读课文，写整体感受，分角色

朗读，研读课文，体会“愧怍”：同情、宽容不幸者，是俯视的姿

态，而最后的愧怍却变成仰视的姿态。
推荐美文———屠格涅夫的《乞丐》：任何施舍都是对等的，

任何帮助都是互相的，当施舍者施予他人物质帮助的同时，他

同时获得了精神的满足与回报。
三、仿写常坚持，写作实践得心应手

学会阅读， 找到模仿的基点， 在阅读教学中坚持仿写训

练，持之以恒。 朱熹有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 源，源自教材，源自阅读。 要教会学生读书、多读、熟读、读

通，教学生模仿，是带有主观印记的仿写。 教材中的文章各有

特色，学生每学过好的句子、段落或篇章就要及时运用，加以

模仿，借以表述自己熟知的人、事、景物，或阐述自己的观点、
感受。

（一）语言句式的模仿

要求句式相同，修辞一致，对象同类，结构对称，讲究文笔

等，使之在语境上产生一种和谐之美。 文字是语言的基石，语

言是文章的血肉，是有生命力的，而仿写是一种再创造，是熔

铸新激情、新思想的。
《再塑生命》一文中充满爱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是指对

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神情以及事物、环境的细微之处进行

的具体细腻的描写），这些细节描写不仅给读者带来写作方法

的启示，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启迪。 每一个人都应当更深切、
细腻、健康、乐观地感受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让自己的人生更

加充实，更有价值。

例如“中午的阳光穿过阳台的金银花，照射到我仰着的脸

上，我的手 指 搓 捻 着 花 叶，抚 弄 着 那 些 为 迎 接 南 方 春 天 而 绽

开的花朵。 ”这段 细 致 传 神 的 细 节 描 写 透 露 出 海 伦·凯 勒 对

改变糟糕状况，走向光明、快 乐、自 由 的 心 灵 世 界 的 渴 望，同

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她对美丽自然的无限热爱。 这样，在具

体的语境中， 使学生寻找到适合自己又能帮助其享受快乐的

东西。 读书有了美好的感觉，才能更加热爱阅读，在阅读中找

到模仿的基点。
我还试图扩大学生课外阅读量，丰富学生语言积累，提高

学生语文素养，为仿写打下坚实基础。牛汉《我的第一本书》开头

第一段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

感应到一点生命最初的快乐和梦幻。”对于牛汉你的了解有多少？
对于牛汉的诗歌你能否摘抄？ 课前预习时我为学生布置了以上

两个作业题，他们摘抄的诗歌可真不少，依次进行听读欣赏。 像

《汗血马》《鹰的诞生》《根》《夜》《落雪的夜》等，课本中句子的含义

在学生的头脑中渐渐清晰起来：我的童年生活是艰苦的，但我的

第一本书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和知识。接下来仿写“我的童

年”时，大家的思维活跃起来，变得更加开阔了。
（二）表现手法的模仿

醇香的美酒需要精美的容器， 生动的语言需要丰富的手

法，文章的表现手法，初中阶段只要求掌握最常见的几种，如

对比、衬托、象征、抑扬结合、渲染和烘托，联想与想象，托物言

志与借景抒情等。想要辨别出文章运用的表现手法，必须熟悉

各种手法的概念。比如“对比”：对比是把两个相反或矛盾的事

物，或者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并举出来，相互比较，以便

达到强调目的的一种表现手法。 其作用是通过比较揭示事物

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

感染力，给人以极鲜明的形象和极强烈的感受。
写作高于一般语文基础知识掌握， 它不是简单的知识迁

移， 它的终极目的是教会学生运用已经掌握的语文基础知识

和技能进行直接的创作活动。俗话说“春风化雨”，又如杜甫诗

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阅读教学中坚持仿写训练，
对于中学生作文水准再上新台阶会大有益处。

（三）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生最宝贵的是

每 天、每 年、每 个 阶 段 的 鲜 活 的 经 历 ，它 们 所 带 来 的 欢 乐 和

苦恼，心情和感受，这 才 是 一 个 人 真 正 拥 有 的 东 西。 通 过 写

作，可 以 把 外 在 自 我 的 经 历 ，不 论 快 乐 和 痛 苦 ，都 转 化 成 内

在自我的财富。 有 写 作 习 惯 的 人，会 更 细 致 地 品 味、更 认 真

地思考自 己 的 外 在 经 历， 仿 佛 在 内 心 中 把 既 有 的 生 活 重 过

一 遍，从 中 发 现 更 丰 富 的 意 义 ，并 储 藏 起 来 ，凡 是 感 兴 趣 的

都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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