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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in depth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whole book read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e have selected several junior high schools to conduct whole book reading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the teacher’s role position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we have analyzed the variou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whole book reading teaching.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eachers are not 
only teaching guides in this process, but also guide students to read deeply and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meaning contained in books; 
He is also a learning navigator, guiding students to cultivate good reading habits and skills, and stimulating their interest in reading. 
Teachers also need to play the roles of scenario creators and evaluators, in order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build a more 
interactive reading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strictly promote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tudents’ reading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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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针对初中生整本书阅读中语文教师的角色定位进行深入探讨。结合教学理论和实践，我们选取了若干所初中进行整本
书阅读教学活动，以教师角色定位为研究目标，通过定性研究的方式，分析了语文教师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各种角色和
职责。研究发现，教师在此过程中既是教学指导者，引领学生深入阅读，理解书籍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又是学习导航者，
指导学生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技巧，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还需要充当情境创设者和评价者的角色，用以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构建更具互动性的阅读教学环境，以及严格促进学生阅读进步的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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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初中阶段，语文教师在学生阅读教学中的角色不仅

会影响到学生对于读物的认知理解，更会持续影响其未来的

阅读习惯以及阅读能力的发展。目前，在不少学校的读书教

育活动中，语文老师们仍然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角色定位模

糊，既是授课者，也是知识传递者，甚至是评价者，这种较

为模糊的定位多多少少影响了阅读教学的效果和教师自身

的专业成长。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

题，即语文教师在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应该如何定位自

己，如何以合适的方式介入到学生的阅读活动中，以及如何

创设更好的阅读环境和评价机制，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初中生

的阅读教育。因此，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针对初中语文教

师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研究，旨在为初中

语文教师的角色转变、阅读教学方式的改革以及相关教师教

育培训策略的制定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和实证支持。

2 初中生整本书阅读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2.1 整本书阅读的教学价值
整本书阅读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 [1]。

整本书阅读能够培养学生的持续阅读能力和深度阅读能力。

与传统的片段式阅读相比，整本书阅读要求学生坚持阅读完

整的作品，更加全面地理解书籍的主题、情节和人物，提升

学生的阅读素养和文学素养。整本书阅读为学生提供了深入

思考的素材，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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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过对整本书的分析与讨论，学生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

和诠释文本内容，还能够培养逻辑思维与表达能力。

整本书阅读有助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动机。

当学生能够自由地选择感兴趣的书籍进行阅读时，他们的

参与感和主动性将大大提高，从而裂变出强烈的求知欲和

阅读热情。这种阅读自主性不仅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还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塑造。整本书阅读能

够为教师构建丰富多样的教学情境提供条件 [2]。在教学中，

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不同的阅读任务和讨论主题，来激发学生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进一步增强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和互

动性。

整本书阅读不仅有助于实现语文课程的育人目标，还

能拓宽学生的视野，鼓励他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去体验和理

解世界。这种全方位的阅读体验，能够为学生日后的学术研

究和生活体验打下坚实的基础。将整本书阅读纳入初中语文

教学中，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术素养和文化素养，还能满

足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

2.2 初中语文教学中整本书阅读的存在形式及问题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整本书阅读的存在形式主要包括

课内外结合阅读、主题式阅读和自主阅读等。课内外结合阅

读通过教师指导和学生自习读书两个环节，使学生深化对整

本书内容的理解，但缺乏系统的指导策略。主题式阅读针对

特定文学主题或作家作品开展，但容易受限于具体书籍的选

取，导致学生的阅读体验和兴趣不平衡。自主阅读则鼓励学

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整本书进行阅读，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但也面临学生选择面窄、阅读目标不明确等问题。

现存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教师指导缺乏系统性，

导致学生阅读深度不够；书籍选择不当，无法激发学生的

阅读兴趣；阅读活动缺乏互动和反馈机制，难以检验学生的

真正理解和进步；过度依赖自主阅读，忽视了教师在阅读指

导中的作用 [3]。上述问题影响了初中生在整本书阅读中的阅

读效果和兴趣，进一步限制了整本书阅读教学模式的广泛

应用。

2.3 研究背景及研究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整

本书阅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的零散阅读教学模式已

无法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深化整本书阅读教学显得尤

为重要。整本书阅读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语

言表达水平，还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审美鉴赏力。在

实际教学中，整本书阅读仍存在实施难度大、教师角色定位

模糊等问题。

3 语文教师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角色定位
分析

3.1 教师作为教学指导者的角色分析
在初中生整本书阅读活动中，语文教师作为教学指导

者的角色至关重要。教学指导者不仅是知识传授者，更是阅

读过程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语文教师需要熟悉整本书的内

容，深刻理解书籍的主题、背景和文化内涵，以便在课堂上

准确传达书籍的信息与价值。通过组织课堂讨论、分析书中

人物和情节，教师能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提高其阅读理解

能力。

教学指导者还需为学生提供有效的阅读策略，如如何

划分章节进行阅读、如何做批注记录自己的阅读感悟等。教

师可设计一系列与图书内容相关的教学活动，如角色扮演、

辩论赛、读书报告等，使学生在参与中加深对书籍的理解和

感悟。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阅读体验，还帮助他们将

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从而强化阅读效果。

语文教师作为教学指导者，必须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

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通过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

培养其质疑和探究的精神。例如，在阅读过程中，教师可以

提出开放性的讨论问题，引导学生发表各自的见解，激发他

们的阅读兴趣和表达欲望。教师还需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选择阅读内容，并制定个人阅读计划，从而增强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和阅读自信心。

3.2 教师作为学习导航者的角色实现
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语文教师作为学习导航者，其

角色实现包括引导学生掌握有效的阅读策略和培养深度阅

读能力。教师需要设计多样化的阅读任务，帮助学生理解文

本的结构和主题，提升其分析和批判性思维。教师通过适时

提问和讨论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与反思，加深对书籍内容

的理解。教师需提供个性化的指导与反馈，对不同阅读水平

的学生进行分层次辅导，促进其阅读能力的全面提升。教师

还应关注学生之间的互动，鼓励小组合作和集体探讨，以增

强学习的积极性和协作能力。这种导航者的角色要求教师不

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敏锐的教育洞察力，从而有

效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

3.3 教师作为情境创设者和评价者的角色展现
“教师作为情境创设者和评价者的角色展现”章节主

要探讨语文教师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如何通过创设有效的

教学情境和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来提升学生的阅读体验。语

文教师应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情境设计，使学生身临其境，从

而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书籍的深层含义。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

资源和实际体验活动，增强学生的情感共鸣和阅读兴趣。教

师在评价过程中，应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建立详细的评价标准和反馈机制，确保学生能够在阅读活动

中不断进步和提升。教师还应针对不同学生的阅读情况，进

行个性化指导和跟踪，促进学生在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上的

全面发展。这种情境创设与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地

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营造积极的阅读氛围，激发学生的主动

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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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初中语文教师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
角色定位的策略

4.1 建立互动性的阅读教学环境
在初中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建立互动性的阅读教学环

境是提升语文教师角色定位的关键策略之一。互动性阅读环

境能够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激发学生的阅读兴

趣和主动性，实现阅读教学目标。

优化课堂结构是创建互动性阅读环境的第一步。教师

应通过多种教学形式，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阅读辩论等，

增强课堂的互动性和参与度。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学生可以

分享阅读感受和理解，互相启发，深化对书籍内容的认识。

教师也能通过参与讨论，及时了解学生的思维变化和理解程

度，以便调整教学策略。

教师需注重设计富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阅读任务。通

过布置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书籍中的人物、情节

和主题，形成独立见解。例如，可以让学生完成读书笔记、

撰写读后感，以及就某一主题展开调查报告等。这不仅能提

高学生的阅读参与度，还能锻炼其批判性思维和文字表达

能力。

借助数字化资源和多媒体技术，丰富阅读教学的手段

和内容。通过使用互动电子白板、阅读软件及在线讨论平台，

教师能够多方位地展示书籍内容，激发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感

官，增强阅读的趣味性。在线平台还可以作为师生交流和资

源共享的途径，帮助学生更自主地管理和完善自己的阅读

计划。

营造积极的阅读氛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教师应鼓

励和认可学生阅读中的探索与发现，营造一个宽松、互信的

学习环境。通过举办读书交流会、书籍推荐会等活动，让学

生在互动中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与成就感，以此提升其阅读积

极性和自主性。

通过优化课堂结构、设计启发性阅读任务、利用数字

化资源以及营造积极的阅读氛围，语文教师能够有效建立

互动性的阅读教学环境，提升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角色

定位。

4.2 构建严谨的阅读教学评价机制
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构建严谨的阅读教学评价机制

至关重要。一个科学的评价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阅读理

解和综合素养。评价机制应涵盖多维度的评估标准，包括对

学生阅读态度、阅读量、理解能力及批判思维的综合考量。

定期组织阅读测评活动，通过问卷、测验、读书笔记等形式

多样的评估手段，全面了解学生的阅读情况。评价过程中应

注重多元化，既要有定量分析，也要有定性反馈，以此全面、

准确地反映学生的阅读水平。建立长效反馈机制，及时反馈

学生阅读表现，为后续教学提供有力依据。

4.3 合理规划和实施教师角色转变与提升的教育培

训策略
教师角色的转变与提升需要系统的培训规划和实施。

教育部门应设计针对整本书阅读教学的专业培训项目，涵盖

教学方法论、情境创设、评价技术等核心内容。需搭建实践

平台，提供教师实际操作和经验交流的机会。可以通过教学

观摩、课例研讨等形式，提升教师的教学实战能力。定期开

展进修课程，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与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

的教育需求。通过系统的培训和持续的专业发展，确保教师

能够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充分发挥其多重角色。

5 结语

通过对初中语文教师在整本书阅读中的角色定位的研

究，我们可以看出教师在此过程中不仅是一个引领读者、导

航者的角色，更是一个情境创设者和评价者。教师需要根据

学生的特点和阅读习惯引导他们深入阅读书籍，帮助他们理

解其中的深层寓意。同时，教师还需要制定出高效的评价机

制，进行及时的反馈，以促进学生阅读技巧的提高并激发他

们的阅读兴趣。当前初中语文教师在此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仍

然存在一定限度，更深层次、更广泛的研究尚待开展。本研

究结果可为初中语文教师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角色定位

以及方法策略的选择与调整提供参考。未来研究可从教师角

色展开，如研究不同教师角色对学生阅读兴趣和能力的影

响，或者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师在阅读教学中的效能，以

期为初中阅读教学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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