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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批注式阅读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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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批注式阅读教学过程，实际上是师生共同解读课文文本的过程。批注式阅读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创造性阅读。这种

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阅读教学，通过对学生进阶式批注的引导，既照顾了不同层次学生的阅读能力，又尊重了学生的个

性化阅读；既考虑到学生的基础阅读，又渐渐提升了学生的阅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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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式阅读是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自己的思考、

感受、疑惑以文字和符号等方式，在文本的空白处进行

书写或标记，以此来帮助理解和深入思考的一种读书方

式。“批”是把对文中的感悟用感性的语言表达出来，

写出自己主观感受；“注”是运用圈点勾画的形式来标

示出文本的重难点或疑点。在语文教学中，要求学生在

自行阅读的基础上，运用圈点勾画、评点的形式，在文

本上留下自己阅读思考的痕迹，写下个性化的心得感悟，

以书面的形式来引导、促进学生进行更深入的阅读活动。

一、初中语文批注式阅读概述
（一）初中语文批注式阅读概念

批注式阅读指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文章语言进

行感知，同时对文章内容、层次、思想情感、重点语句

进行思考和分析，通过线条、符号以及简洁文字来进行

标注、批注式阅读属于研究性阅读，这种阅读核心内容

便是实践阅读，同时也可以使阅读主体结合自身特点，

积极主动地运用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及知识储备，设身处

地地与文本进行深入的、全方位的直接对话，从各个方

面进行感悟、阐释、点评，之后在阅读的文章中画圈圈，

这也是一种有深度的阅读体现。

（二）批注式阅读教学意义

教师在教学中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提升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

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进而重视学习感受。在初中语文

阅读批注教学中，要让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欣赏，让学

生理解自然、社会、人生的启示，对作品思想进行倾向，

并且联系文化背景做出评价。语文阅读教学不仅要落实

语言教学，同时还要立足于教材，进一步拓展语文文化

知识，加强和重视课内阅读和相关关联艺术、人物等素材，

让学生阅读训练中感受到对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

提高思维品质。

（三）批注式阅读类型

基础性批注：主要是对文章基础知识进行勾画，对

注音和生字词进行批注。对文章的中心句或重点语句进

行概括，实现整体感阅读。

感受式阅读：主要是对文章进行理解和感受，对困惑、

迷茫等资料进行搜集，对文章主旨进行把握。

点评式批注：对文章内容或者语言进行评价，这也

是个性化阅读的独特之处。

二、批注式阅读教学实施
（一）读到动情处，即兴批注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领者，要特别重视对于学生

的批注指导策略的指导，初中的学生批注能力不是很强，

他们在阅读的时候更容易看重一些情节化的内容，而忽

视情感的表达，帮助学生养成批注阅读的习惯，需要学

生的情感投入，故而阅读需要学生自己将阅读的情感表

达出来，尤其是读到动情之处，就要把自己的感受表达

出来。

在《秋天的怀念》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让

学生去自主阅读课文，在自主阅读的时候，找出那些让

你潸然泪下的句子，做出批注，学生很快就进入了阅读

情境中，教师观察学生的批注内容，大多数同学都在“她

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

在大口大口的吐着鲜血”这句话后面作了批注：有的同

学批注了“母爱真伟大”，有的同学批注了“一个细心

又伟大的母亲”，还有的同学批注了“我要珍惜与母亲

在一起的时光，不再让她为我难过”。教师引导学生发

现那些细节，比如“母亲悄悄躲出去……悄悄看我的动

静……忍住哭声……高兴的一会坐下，一会站起……肝

疼的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等，这些细节中也都可以看出

母亲对他失去双腿的儿子的爱。

教师要为学生做出示范，边读边记忆，边体悟，这

才是正确的处理文章的方式。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重

新精读课文，对文本理解就会更加透彻。每一次与文本

的对话中都应该有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参与。

批注式阅读是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自己的思考、

感受、疑惑以文字和符号等方式，在文本的空白处进行

书写或标记，以此来帮助理解和深入思考的一种读书方

式。“批”是把对文中的感悟用感性的语言表达出来，

写出自己主观感受；“注”是运用圈点勾画的形式来标

示出文本的重难点或疑点。在语文教学中，要求学生在

自行阅读的基础上，运用圈点勾画、评点的形式，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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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留下自己阅读思考的痕迹，写下个性化的心得感悟，

以书面的形式来引导、促进学生进行更深入的阅读活动。

学贵有疑，每次阅读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而很多时候，

在阅读的时候，学生会不懂作者的创作意图，不懂文句

的内涵，在这个时候，教师就要引导自己的学生学会批注，

把不懂之处做出记号，比如画个问号，或者在疑问之处

用曲线表示出来。只有学会发现问题，与师生一起来解

决问题，才会逐渐懂得语文学习的魅力。

在《阿长与山海经》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引

导学生去做批注阅读，这篇文章中充满着对于故人的怀

念之情，相信每个学生在初读文章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

一种强烈的回忆感，由于鲁迅的文章中有很多词语，学

生初读文章并不是很懂，于是教师告诉学生要学会质疑，

将自己不懂的地方用不同的记号做出标记，我们读完后

一起来做深入的研究。在教师的指导下，真的发现了他

们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比如有的学生在“空前的敬意”

和“这又让我产生了新的敬意”后都打上了问号，并且

批注：这两种敬意相同吗？教师很高兴学生能够发现这

样的问题，于是教师为学生作出了解释，同时鼓励学生

都能够发现这样的问题，质疑文本，从而获得语文学习

能力的发展。

质疑是语文素养的积累方式，在这样的方式下，学

生也会逐渐地爱上阅读，学会表达。当前很多学生的阅

读只是停留在泛读的状态，对于语文能力的提升收效不

大，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为学生提供自我阅读和质疑

的空间，打开他们学习语文的思维之门。

（二）看到精彩处，赏析批注

在语文教材中，很多优秀的篇目都蕴藏着无尽的精

神财富，等待着同学们去发现，自主阅读时代的到来，

教师已经认识到语文学习中要重视学生的自读，而与此

同时，放任式的自读教学模式也出现了，这对于语文教

学的发展毫无益处。怎样才能使学生能够有效阅读？首

先，需要学生学会赏析文本，使学生带着一种欣赏的态

度去关注文本内容，每一篇文章中无论在遣词造句，还

是思想情感上，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教师要引导

学生去赏析，赏析批注要成为一种阅读的常态，在阅读

文本中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在《紫藤萝瀑布》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引导

学生去做赏析批注，这篇散文中有很多句子，值得我们

去交流和讨论，美的东西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也需要

自己去享受，于是教师安排学生自主阅读，并在自己认

为美的句子后面作出批注，有的同学在“像一条瀑布，

从空中垂下”后面批注：“比喻的修辞写出了紫藤罗的

形态美，很形象。”有的同学在“彼此都推着挤着，好

不活泼热闹”后面批注：“拟人的修辞写出了它的生机。”

还有的同学在“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

了的帆”后面批注：“比喻的修辞，我很喜欢这样的紫

藤萝花。”原来，学生也不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只是我

们教师总是不愿意去相信他们，当自主赏析批注的结果

出现在教师眼前的时候，方倍感震惊，于是由此也设定

了自己的教育理念：相信学生，自主阅读。

每个人对精彩内容的理解不同，赏析的方面也不同，

这些批注如若可以得到充分地交流，那么学生在交流表

达中就会生成一种创新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将是学生语

文核心素养形成的重要基石。

（三）有效拓展，感悟升华

语文阅读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阅读，而在于阅读

后的升华，在于学生能否真正从文学之中获得心灵的感

悟，并将其内化为自己文学素养的一部分。因此在阅读

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注意学生文章阅读后的批注，也就

是阅读后的反馈，这是阅读教学的关键一环。教师要帮

助学生进行文章写作技巧的归纳总结，进行阅读之后的

提升领悟，进行阅读后的实际应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课前的批注与课中的阅读批注进行比较反思，反思自己

在初始阅读时存在的问题，反思形成这种问题的原因，

只有在反思中学生的审美能力才会得以提升。比如，在

学习了《我的叔叔于勒》等课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进

行课文的续写，这样学生的思维就会得以开拓，学生的

情感也会得以升华。教师也可以让学生根据课堂的学习，

进行比较阅读，在课外阅读资料中选取与本节课所学内

容类似的文章进行比较阅读，这样一方面巩固了课堂学

习的知识，另一方面又让学生在课外阅读中获得了新的

感悟升华。

总之，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批注阅读可以成为一

种常态化的阅读模式，教师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的

同时，要引导学生养成一种习惯，一种能够独立阅读作

品的习惯，当学生将文章先读厚再读薄的时候，他才真

正的学会了阅读，教师要适当去引导学生学会批注阅读

的方法，为语文教育者提供一份课堂理论依据，让阅读

变得更加有效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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