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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作为一门最富有内蕴和思想,最富诗意的一门学科,汉语在当前初中教育中占有主导地

位,无论学生是否具备相应的语言素养,对学生的文学素养也有很高的要求,不管是校方还是教师都给

予了一定的重视。“感受古代诗歌的情感,并从文学故事中理解生活”,语文课程的美丽之处在于它可

以培养学生的情感,并能够指引他们的生活和未来的方向。本文将讨论初中语文诗歌和阅读的主要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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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的普及,语文已成为必不

可少的学科。作为母语的一门学科,语文

不仅使我们更加透彻地感受到文字的魅

力,而且给我们带来思想和生活上焕然

一新得情绪。学生感受文学尚浅,对于言

语的把握、文字的理解往往不够。初中

学生的思想意识尚未 终确定,只有让

他们积极阅读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并

试图理解作者体验每句话带来的启示的

意图,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形成积累。文

学诗词的魅力往往不是一笔就能带过的,

愿意花时间学习的学生将慢慢地培养自

己独特的文学素养,这在初中通常很容

易实现。对于初中学生,他们已经掌握了

某些单词,也具有一定的书面和语言技

能。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让他们学习语

言意识,积累一定的文学素养是教师的

任务和责任。 

1 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教育 

“可能性来自未知性。”给予更多的

指导和鼓励将激发他们探索和实现对文

学的热爱的能力。提高文学素养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通常,非凡的事情并非轻易

而就。教师应给学生明确的方向。文学

素养的提高仅仅是为了阅读更多优秀的

作品和阅读许多伟大作家留下的经典著

作。要知道知识没有国界,就必须充分证

明许多古代和现代中外作品。让学生了

解语文的学习不仅限于课堂,而文学素

养的积累则需要在课堂外丰富阅读,阅

读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同理心,文学来自

生活并借鉴他人的故事。无尽的世界,

你可以在书的芬芳中感受到生活。对于

中学生来说,丰富的课外活动将使他们

排挤很多时间并且缺乏很多与优秀作品

接触的机会,因此老师可以强行向学生

推荐一些具有生命教育意义的书籍,使

学生拥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有足够的时

间去了解文学的美丽。通过阅读,学生可

以培养对整体把握和品味的好主意。通

过不断的阅读,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文

学素养,习惯来自培养。教师应掌握学生

的阅读习惯,以便他们更好地锻炼阅读

思维,提高文学素养,从而有助于提高语

文教学水平。 

习兴趣,同时说明即使某些概念、公式以

后用不到,但这些知识可以使你思维上

层次,认识上台阶,逻辑更严谨,眼界更

阔。教师用了心,有了知识气场、人格

魅力,才会对学生有吸引力。 

2.2学校要重视 

现在不少高校是以科研、教学为中

心。两个中心,都很重要,但我们认为,

教学应该更重要。高校 终的目标是为

国家输送创新的人才、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把为我们国家奉献、担当的精神、要

把自觉学习的方法、要把科学探究的思

路传授给学生。学校应该通过指挥棒,

明确引导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

工作。 

2.3学生要有心 

学生如果对自己的主业心猿意马,

心不在焉,心思不用在学习上,注意力不

聚焦在学习上,人在课堂上,脑子却想着

别的事情,学习就不会有收获。只有教师

和学生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

同频共振,才能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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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重诗词、写作教育 

诗歌是语言的升华。短诗可以给作

者以心灵的思考,并生动地描述他的情

感世界,而写作则可以自我完善。学生

学习到的知识可以通过写作反馈给他

们,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他的知识的深

度。因此,教学需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来激发学生的热情,使他们能够理解

理解诗歌和写作的意义。作为语文老

师,可以建议学生可以通过大声朗读

诗歌来掌握节奏和词感。例如,在语文

课的课堂上,单词让学生反复大声朗

读并在课堂上给老师一些具体的解

释。想象其中的场景,能够理解作者的

意图和表现在学生眼睛中得以体现,

课文的语气也呈现在学生们的表达中,

要表达的情感也可以通过朗读来体

现。让学生有了一定的认识,反复阅读

会稳步提高学生的学习意识语言。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多媒体教

学,大声朗读,可以采用越来越多有效

的方法来促进学生对诗歌的欣赏,以

达到 佳的学习效果。学生写作也是

教师的重要重点。无论是考试形式的

高分,还是后来对学习语文的兴趣,写

作都是解释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

仍处在世界中的初中学生,我们的老

师仍然需要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来写

作,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表达自己

的观点,将情感带入文学作品中经常

可以带来高质量的文章。目前教学存

在很多错误的做法是总结模板进行摘

抄进行背诵,这是不可取的,没有被真

实情感所渗透的文本是苍白无力的,

文学的触感必须微妙而生动。教师应

提高学生对写作的理解,注意学生阅

读的积累,使学生具有良好的逻辑思

维能力,以实现高质量的创作和更好

的新成绩。 

3 初中语文创新教学 

为了充分保证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观作用,调动学生的学习和参与积极性,

学生积极广泛的参与是基础。众所周知,

过去我们的传统教育侧重于教师的教学

过程。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学生没

有太多的课堂教学参与。着重于对学生

考试能力的评估,而不着重于在成长过

程中对其他学生所要求的核心素质和能

力的培养和检验。这是传统教学的一个

重大弊端,也是我们以新课程改革为重

要特征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

面的原因。当前的新课程改革即将进入

新阶段,以培养和培养学生的核心素质

为目标的新一轮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即将

始。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初中语文创新

教学改革的基础是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充分尊重和保证学生在教学活动中

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初中

语文课堂教学的环境中来。 

4 结束语 

语文的魅力无处不在,发生在我们

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有语言文字的气息。

语文是知识的桥梁,不仅培养了我们洞

察世界的认知,更赋予了我们每个人独

特的思想,让我们更好的同他人交流。在

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让学生意识到语文的

重要性的同时也要让他们真真正正的热

爱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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