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不少地处相对偏远的农村中学， 很多语文

教师都会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 学生的阅读资源

稀少，阅读兴趣低，阅读的时间少，功利性强，从小

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 导致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弱，胆子小，在课堂上表现得极不活跃和自信，相

当一部分学生考试时课外阅读理解的文字表述题

得分率少得可怜，城乡差别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令

我们农村中学语文教师堪忧的现状。

笔者认为， 这些问题和现状虽然是客观存在

的，但只要教师有意识、想办法，找准对策，都是可

以改进的。 那么，如何让学生重视阅读，爱上阅读，

笔者结合十几年的一线教学经验， 认为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突破。

一、明确阅读的意义

阅读，是读者与文体对话的过程，语文新课程

标准指出，老师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

充实情感体验，形成良好的语感；培养学生喜欢阅

读、个性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 因此，让学生明确

阅读的意义和重要性， 是促进学生爱上阅读的前

提。 那么，阅读有什么意义呢？

1、阅读有益于发展智商

培养学生能力和发展智商， 是教师的重要职

责，而在阅读中培养和启迪智慧，是开发智力的重

要手段。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积极鼓励、

耐心指导学生多读多感受， 调动学生自主阅读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出学生的阅读潜能，其智力

的发展便水到渠成了。

2、阅读有利于提高情商

从屈原到李白，由“建安七子”到“唐宋八大

家”，无不是饱读诗书之士，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

华”，大凡钟爱读书之人，往往情趣高雅，志存高远。

有研究表明，喜欢读书的学生，在性格上比同龄人

更乐观自信，更善良开朗，人际关系更好，可见，积

极鼓励引导学生多读好书有利于学生提高情商，

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性格基础。

3、阅读有助积累知识

在语文新课标中有个重要理念： 强调工具性

与人文性的统一，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所谓

工具性是指语文的实用功能，主要是指应试功能，

而语文素养的核心是语文能力， 即字词句段篇章

的积累，而阅读就是培养语文能力的重要途径，正

如鲁迅所说，读书就像蜜蜂采花酿蜜，只有博采众

香，方可酿成芳香甘醇之蜜。可见，只有充分让学生

认识到阅读的意义和重要性， 才能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营造书香班级，构建开放、活泼、有序的语

文课堂。

二、整合阅读资源

新课程标准规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要

有400万字的阅读量， 而初中阶段学生要达到

300万字的阅读量，也就是说每个学生每一年阅读

量要在100万字左右才算达标， 结合农村中学阅

读资源相对匮乏的现实状况， 语文教师要千方百

计筹集书籍，致力营造氛围浓厚的书香班级，那么，

该怎样有效地筹集可读书籍，整合阅读资源呢？笔

者认为可以尝试以下途径：

1、定期到图书室借阅

一般而言， 学校图书室内总有不少适合学生

新闻记者的书籍，包括作文、童话、名人传记、短篇

小说、科普小品、唐诗等，教师要定期组织学生去借

阅，让学生爱阅读，多谈感受，多写体会，多摘笔记。

2、经常去阅览室阅读

条件稍好的农村中学一般要开放阅览室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在中午或课外活动时间去阅览室有

选择地阅读。阅览室的书一般以期刊、杂志为主，文

章短小精练，要指导学生精读、品读，还要摘抄精

华，切不可走马观花，泛泛而过，那只能得不偿失，

入宝山而空返。

3、设置班级“读书角”

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做法， 教师要带头把一

些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捐出来， 再鼓励学生把适

合自己阅读的书刊捐出来， 再到学校阅览室里搜

集不少闲置的书刊，然后编成号，挂在教室后面，就

速成了班级“读书角”，一般来说，一个学期配置50

本左右的书刊就基本上能满足学生的轮转需求

了，这些书籍往往能满足各类学生的阅读需求，这

样学生随时都能兴趣盎然地读到自己喜欢的读

物，受益无穷。因此，只要教师积极主动，多动脑筋，

阅读资源是源源不断的。

三、养成阅读习惯

有一句经典的话说：“播种一种行为， 收获一

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命运”。可见，习惯

的重要性。俗话说，学生如果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

惯，就给学生的终生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所以，

教师既要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还要培养学

生愉快阅读习惯，并指导学生的阅读方法，这是需

要教师付出极大的爱心、耐心和细心。

首先，教师自己要喜欢阅读，且与学生一起阅

读。言传不如身教，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在潜移默化

中，自觉形成阅读氛围，养成爱阅读的习惯，我在每

周特别开设了一节阅读课， 阅读课上师生共同阅

读，教室里安安静静，只听得见翻书声和“沙沙”笔

记声，往往一节课下来，学生意犹未尽，阅读效果不

言而喻。

其次，教师要指导学生养成好的阅读习惯。一

是批注的习惯。常言道，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时如

果能手脑结合，一边阅读一边动笔标注、圈点、勾

画，效果自然最好。 所以，要指导学生阅读时，对生

字、新词、佳句、精彩片断的印象更深刻，更有收获；

二是摘抄的习惯。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语文

学习重在积累，要引导学生把文章里精彩点滴，如

新颖的标题，新奇的比喻，有力的排比，精彩的句段

以及富有哲理的妙语箴言摘抄下来，分类整理，积

累成册，并在早读课时倾心朗读，其效果必佳；这样

日积月累，学生就会产生巨大的成就感，自然也会

成为知识渊博、内涵丰富、语文素养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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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学生重视阅读

宁远县中和镇中心学校 刘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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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们的历史教材大多都不

重视细节，缺乏细节描写，由此也就失

去了其应有的生动性，显得生硬枯燥。

而乡土历史是一个蕴藏着无尽的宝

库， 学生耳闻目睹， 有的甚至触手可

及，对它兴趣浓，有亲切感。 因此，作为

一个高明的历史教师， 要善于利用并

开发“乡史”这个无价之宝，在历史教

学中适时适量引进有关家乡的名人典

故，渗透“乡史”教育，既极大地激发学

生兴趣，促其思考，激活课堂，又让学

生在无形中触及心灵，受到教育，收获

感动，达到一举多得之效。

一、参观历史遗址，激发学习兴趣

任何一处人类生活区，都是一个天

然的大型历史课堂。它拥有丰富的历史

资源，关键在于我们的历史教师是否拥

有一双慧眼，去发现它并为我所用。 比

如我们安仁，尽管落后偏僻，可历史资

源真不少。这里有古代的何古新石器时

代遗址和洋际汉墓，有近代湘南起义时

朱德、 陈毅和唐天际指挥部旧址———

轿顶屋以及国民党 37军抗击日军的

雄峰战场，有神农尝百草治病救人惠及

千秋万代炎黄子孙的神农药王殿，有当

地道教文化中心神隍庙和佛教圣地万

福庵， 有市级文物保护对象古民

居———卢古祠等等。 这些旧址，近的就

在学校周边，远的距校不到十公里。 因

此，每个学期，我在讲到有关内容时，都

会择机带领学生， 或参观原始遗址汉

墓，发思古之幽情；或考察古民居，赞先

民之智慧；或走进战场遗址，追忆革命

血雨腥风；或游览寺庙神像，解读宗教

文化奥秘。 这些参观游览，让学生身临

其境，亲密接触历史，往往顿生探究之

心，学习兴趣倍增。

二、了解家乡名人，激励自我发展

青少年正处于追梦时期， 追逐明

星崇拜偶像是其特性。 他们崇拜名人，更拜崇身边的名人，对家

乡的名人的成长史更感兴趣。有这样的兴趣和爱好本身不是过

错，关键是我们作为过来者，尤其是作为人类灵魂塑造者的教

师，要善于因势利导顺势而教，通过讲述家乡名人的成功史与

辉煌业绩，既为其树立一个身旁的学习榜样，激发其自豪感与

自信心，进而使产生积极拼搏奋发进取的豪情壮志。 如每当学

习近代清朝中兴名将、湘军首领曾国藩左宗棠事迹，分析他们

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之后， 我都会适当补充作为

曾、左的老师———我们安仁人欧阳厚均的故事：清代著名教育

家，晚清湖湘文化领军人物，他在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作

出过重大贡献。 作为岳麓书院山长，掌教达 27年之久，系清代

岳麓书院最著名的山长之一，其门生中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

翼、郭嵩焘等改写近代历史的要人。 学习改革开放历史时，我又

补述现代安仁名人———著名民营企业家、三一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唐修国先生艰难求学、艰苦创业、奖优助学回

报家乡的事迹。 每次听完家乡名人事迹之后，学生往往感动不

已钦佩不止，仰慕之情追逐之心由然而生，有的当即表示要学

习他们，服务家乡造福百姓，拼搏不已奋斗不息。

三、讲述重大事件，激起探究欲望

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指在当地或更大范围乃至全国产生

一定影响的事例。它不仅会在当地人们的心中产生强大的冲击

效应，甚至会改变当地的历史进程。 作为后继者，对先辈的历史

怀着一份深厚的特殊情感，对与先辈有关的一切都有着天然的

敏感性和浓厚的兴趣。 每当讲到太平天国历史时，我补充：太平

军北上途经安仁时，我县承坪乡农民李光华率领数百余农民起

义，以及西征将领石达开部下的太平军战士曾在距我县城十余

公里的大源冲活动 100多天的历史；讲北伐战争历史时，我会

插入“1926年 7月 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分三路进

军。 第四军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军先

遣队为开路先锋，提前于 5月 1日从广东肇庆出发，经韶关、郴

州，5月 31日进入永兴，6月 3日在安仁县龙市乡境内与吴佩孚

部队遭遇，打响北伐战争的第一枪，首战告捷。”学“井冈山会师”

时，我引入作为“湘南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安仁农民自卫

军在唐天际将军（安仁华王乡人）率领下发动起义建立县苏维

埃政府，迎接朱德陈毅林彪部队的到来，后又击退攸县反动军

队的进攻，为保障朱毛的胜利会师立下了不朽功勋；讲抗日战

争历史时， 我会列举日寇侵入安仁后进行烧杀掳抢的种种罪

行，并介绍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长沙失陷后，退守安仁的国

民党第三十七军、二十军、四十四军与尾随而来的日军在熊峰

山进行的三次激烈争夺战的历史。 每当讲到有关家乡历史时，

学生人人专注认真，显得异常兴奋，课后个个眉飞色舞，或谈论

细节，或探讨影响，真是争辩之声不绝于耳，探究心潮喷涌而出。

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多媒体辅助教学

走进中学语文课堂，让课堂更加丰富多彩。 而

语文教学中，听、说、读、写既是语文教学的总体

目标，也是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体现。 因此，如

何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为学生创造一

种有利于学习的情境，使学生通过多种感官的

感觉， 在轻松环境中达到对语文知识的理解、

分析、记忆、掌握，从而提高语文综合能力呢？对

此，我浅谈几点体会。

一、利用多媒体，有利于培养学生“听”的

能力

“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 语文教学过程是

师生情感交流的过程。 学生的情感一旦被激

发，就能参与教学的全过程，情感就成了学习

的催化剂。 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录音机播放课

文朗读带的形式， 也可以用音响等音效设备，

还可以由学生朗读再配以背景音乐。

播放范读，唤起美感。 如教学《春》，我先播

放朗读录音，让学生边听边想，使他们驰骋想

象文中美丽的景物：花、草、雨……这样学生就

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文中的画面美，进入情境之

中了。

配乐听读，调动情感。 在新课开启时，可以

播放一段与课文情感相一致的音乐， 以音乐描

绘出的丰富的情感内容去唤醒学生的情感：或

喜或悲， 或爱或恨……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定

下一个感情基调。如讲授《虞美人》时，播放二胡

曲《二泉映月》，乐曲凄凉悲怆、孤寂高远，催人

泪下的旋律，极和谐地衬托出诗人悲凉的心境，

学生情不自禁地和诗人达成情感上地共鸣。

二、利用多媒体，有利于培养学生“说”的能

力

在交际过程中，说比写更直接、更快捷、更

有效。因此，说比写显得更重要。然而，在应试教

育指挥棒下，“说”也被无情地忽略了。而多媒体

教学则为“说”提供了广阔的战场，使其各抒已

见，大胆创新，从而碰撞出更多智慧的火花。 如

口语交际《讲故事、评故事》活动中，我首先从理

论知识上让学生知道讲故事的要领，然后播放

中央电视台动画城中董浩叔叔讲故事的录像，

着重注意其中的表情、动作、姿态，体会在语气、

语调、语速、节奏等方面的要求，再让学生讨论、

分析所看所听范例值得借鉴的地方，并运用于

说的过程中，这样，学生加以肢体语言绘声绘色

地说故事，不仅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起到了很好的表达效果。

三、利用多媒体，培养学生“读”的效率

阅读课文是语文教学的重点，课堂上要有

知识性、趣味性，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

能使学生学有所乐，学有所得，取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 运用多媒体，置阅读于有趣的情境中，可

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因此，在阅读教学

过程中，教师要坚持启发性原则，强烈刺激学生

的学习兴趣，活跃思维，使之振奋起来，产生各

有积极探求新知的欲望。 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

新型先进的教学方式，以其生动性充分调动了

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勾起他们强烈的求知欲。

我在教《背影》一课时，精心设计了这样的新课

导入：伴随着美丽动听的音乐，先是《游子吟》一

诗缓慢映入，然后是我设计的“教师寄语”：父母

爱子女之心，无微不至。 世间的情千万种，只有

爱最崇高；世间的爱千万种，唯有父母之爱最无

私。时间的长河可以带走一切，但带不走父母的

爱。它已深入我们的骨髓，融入我们的血液。这

爱留在我们的心中，时刻暖和我们的生命历程。

这样先声夺人，一下子扣住了学生的心弦，使他

们的思维、喜好集中到了我所设置的情境中去，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

2、设置选定情境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许多课文已改编成电

影或电视，都很适宜用多媒体进行教学，让学生

在声情并茂、情境结合的多媒体所提供的环境

中学习，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刺激，以激发其学习

的兴趣，增进对文章的理解。 如《鲁提辖拳打镇

关西》、《空城计》等。若选播其中的片断，有助于

学生对课文内容、人物性格、主题思想写作手法

等的理解与欣赏，有助于化抽象为具体，化古板

为鲜活。

3、提高阅读课堂效率

适应教学的需要，教师运用多媒体制作出

优美实用的课件往往可以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如在学堂背诵朱自清的《春》时，我利用计算机

绘制了与课文内容紧扣的五幅图训练背诵，这

样就充分发挥了多媒体教学传递信息容量大、

形象性强的作用，使学生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

理解，从而迅速高效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总之，多媒体课件以其巨大的容量、丰富

的表现形式、直观的感受迅速得到人们的青睐。

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改善语文教学中单纯

的语言教学形式，做到声形并茂，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唤起情感的共

鸣，有助于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收到听说读写

训练的教学效益，提高学生语文综合能力。

运用多媒体教学

培养学生语文能力

安乡县安裕乡五一中学 余媛媛 朱传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