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通过视觉认识书写的符号，构建情感世界并接收

社会信息的过程就是阅读。阅读教学不仅需要教师引领学生

解读文本，还要基于学生素质的提升，让学生在理解文字的过

程中实现个性的张扬。本文就以初中语文为例，探究个性化阅

读教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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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而言，阅读是一种个性化行为，教师应引导学生对

文本进行钻研，积极主动地开展情感和思维活动，通过理解和

体验获得一些感悟，进而熏陶情感、启迪思想。 随着新课改的

不断深入，个性化阅读教学法越来越受到教师的重视。
一、营造张扬学生个性的教学氛围

个性化阅读教学的课堂需要民主的氛围， 教师要对学生

的兴趣、爱好和人格表示尊重，以友善、平等和包容的心态对

待学生，给予他们充分的空间发展创造力，同时结合多样教学

情境的创设激发学生想象力和求知欲。 培养学生个性需要轻

松、民主的氛围，营造张扬学生个性的教学氛围才能让每个学

生敢于并乐于在课堂上发言， 避免出现以往课堂教学将教师

的话当作金科玉律的情况。因此，尝试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自

由发言也是不错的选择，再集体对某一问题展开讨论和分析，
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二、给予学生充裕的时间倾听文本

在为学生营造轻松民主的课堂氛围后， 就需要教师给予

学生充裕的时间倾听文本，走进文本。叶圣陶先生曾经把文字

比喻成一道桥梁，桥的这头站着作者，桥的那头站着读者，读

者和作者通过这道桥梁会面、交流。 因此，教师给予学生充裕

的阅读时间就是让学生通过文字的桥梁去感受文本情感，探

寻文本含义。就当前语文课堂教学现状而言，仍然存在走马观

花式的阅读，这样只会造成大部分学生对文本处于一知半解，
甚至不解的状态。比如常见的三环节阅读法，教师提出三个问

题引导学生理解课文，第一，用一分钟时间快速阅读课文，找

出最喜欢的一句话；第二，带着这个问题重读课文，五分钟后

请同学来回答；第三，快速阅读重点段落，将关键的词句或问

题圈出来。用这样的方式感知文本，探寻文本内涵是很难取得

理想效果的，只会让学生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 因此，需要教

师在尊重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给学生独立思考、揣摩

语言魅力留下更加充裕的时间。要想让学生积极思考，就必须

将学生置身于个性化阅读的氛围中， 形成属于自己的个性化

阅读行为，进而拥有独特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
三、适时点拨促进学生个性化阅读

点拨体现在课堂上即为启发式教学， 而启发的实施是建

立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就是启

发式教育理念的核心。点拨在阅读教学中具有导向作用，基于

学生自主思考的前提进行合理适时的点拨， 比如在学生解决

问题时提供一些关键信息， 支出一个跳板让学生进一步分析

和解决问题。尤其是一些文学性较强的课文，文中精彩片段的

赏析往往是教学重点，诵读经典文段是必要的教学环节，这时

教师应为学生提供多种方式，比如朗诵、吟诵、默读、静坐联想

等，让学生走进文本，领会作者心境，围绕诵读开展适时点拨。
适时点拨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学生思维的“脉搏”和学生思维

迷茫区、思考困顿点，接通思路。
例如在《春》的讲授过程中，就如何理解“太阳的脸红起来

了”中“红起来”的意思，让学生展开自由探讨，在思考一定时

间后给予学生提示，春天里的太阳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呢？以此

来引导学生从动词的角度来分析“红”字，另一方面也是引导

学生扩展思维，结合生活经验去放飞审美想象力，由此联想到

春天的色彩和桃李的芬芳。 在适时点拨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学

生的思想走向，一旦有跑偏的情况要及时纠正，将学生的思维

引到正确轨道上来。
四、在课外阅读天空中放飞学生个性

初 中 阶 段 的 学 生 在 学 习 方 面 有 着 较 强 的 独 立 性 和 自 主

性，对课外文化知识的吸收能力很强，能够自主地在课外阅读

中进行自我教育，实现文化修养的提升。 对此，教师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引导学生走进丰富多彩的课外阅读世界， 用书籍充

实精神世界。结合教材内容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不仅有利

于课文教学，还能让学生养成课外阅读的习惯，在阅读的基础

上最大程度地发挥想象力，提升自我创造能力。
在文字系统中，阅读就是一个提取信息的过程，即在识别

书面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感悟、体验将其内化为具有自身鲜明

个性的语言和思想， 人的性格会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发生变

化。但学生面对浩瀚的书海难免会感到茫然无措，所以有选择

性、 有目的性地读一些有用的书就是教师进行个性化阅读教

育的必要指导环节了。因此，教师的推荐和引导也是课外阅读

的关键点。
总而言之，无论以何种方式开展个性化阅读教学，都是朝

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即促进学生更好地成长与发展。 以生为

本，营造氛围，拨开笼罩在传统阅读教学上的迷雾，在重视个

体感受与体验的前提下，用正确的方式开展阅读教学，才能实

现学生个性化阅读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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