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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名著阅读共读策略

官春娜

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　广 西　南 宁　530015

摘　要 ：在当今教育体系下，初中阶段的学生缺乏名著阅读的兴趣，致使许多学生的阅读量不够。这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22 年版）》（本文简称“新课标”）提倡的 260 万字阅读量不相符。因此，培养学生名著阅读的兴趣和提高其阅读量就显

得非常重要。首先，需要教师授之以渔；其次，需要家长重视孩子的名著阅读教育；最后，学生在学校和家庭的共同教育之下，

其名著阅读兴趣和阅读量一定会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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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生共读：授人以渔

新课标指出，初中生“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260

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如此大的阅读量，学

生需要教师的正确指导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一要求。因为

教师的指导在学生阅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教

师熟练掌握指导技术，才能授之以“渔”而非“鱼”。

1. 辅助学生制订阅读计划

陶行知说：“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自共做；

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自共学。”如今的语文教师

大部分是在“应试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读书基本都是

为了应试，课外阅读相对较少，或因学业压力导致阅读

范围狭窄。因此，要求学生阅读的名著，教师要先阅读，

规划好阅读时间、阅读量、定期检查等工作。一个喜欢

阅读的教师，才能更好地感染学生，激发其阅读兴趣。

因此，教师可以站在学生角度，先以教材推荐的名著为

主，做好统计工作以方便引导学生。统计教材中名著的

数量，并将之按精读略读分类，以内容的难易为标准进

行编排。这样方便教师循序渐进地推荐名著阅读，先引

导学生选择篇幅较短，文意浅显的名著，这样学生可以

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之后，教师

再引导学生阅读篇幅较长的名著。

总之，要学生做好规划，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教师要先做。要学生热爱阅读，也只有热爱阅读的教师

才能掌握学生阅读过程的难易，最终帮助学生制定阅读

计划，以提高学生对名著阅读的兴趣和质量。

2. 授人以渔

目前，名著阅读大多以学生自读为主，教师以布

置写读后感和做题的方式来检测学生名著阅读情况。这

让学生感觉读名著是一种负担，有些学生草草了事完成

任务，难以感受到经典名著的文学魅力。长此以往，学

生便失去名著阅读的兴趣。这一现状与新课改提倡的教

读、自读到课外阅读“三位一体”阅读体系不符。“三

位一体”阅读体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体系，目的是

在语文课与学生生活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教读的最终

目标是让学生自主进行课外阅读。因此，教师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主要的工作是将知识变成易于学生可掌握的知

识，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授人以渔。

（1）主题式阅读

教材里的文章是经过多位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

推敲选定的，是教学的范例。但要注意课例只是一个例

子，教读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学会自读。

教师在教读的过程中将名著阅读赏析方法传授给学生。

比如人物形象塑造，除了从教材中研读《邓稼先》、《说

与做 ---- 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等经典篇章、习得

人物形象分析的方法之外，还可以结合七年级需阅读的

名著进行交流教学。阅读时，以吴承恩的《西游记》、

老舍的《骆驼祥子》等经典作品中典型人物为例，教师

引导学生进行人物形象分析。将选段挑选出来讨论，专

引   言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内阅读尤其是经典名著阅读在生活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社会氛围方面，全民阅

读活动于 2006 年开始。2013 年多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呼吁政府

进行阅读立法。如今全民阅读活动是热点话题之一。在制度方面，新课标“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优秀的阅读材料。

加强对课外阅读的指导，创造展示与交流的机会，营造人人爱读书的良好氛围。”从制度层面规定了在阅读活动

中教师引导学生，学生自主学习的关系。在教材方面，部编版将“名著阅读”规划为独立板块，并辅以循序渐进

的阅读方法。而实际的名著阅读教学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生阅读兴趣不浓，主动涉猎甚少，没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教师指导名著阅读方法不当。

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从教师角度出发进行探究，侧重探讨教师的主导作用，鲜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众所周知，

教师和父母对初中生名著阅读影响较大。因此，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探究，通过这一主体将阅读活动中其他

的阅读主体（教师、学生、家长）以共读方式联系起来，这样既能体现教师主导作用，又能突出学生主体作用的

教育教学理念。为此，笔者进行了粗浅的研究，以求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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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学习和研究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这种主题式阅读策

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应的阅读

和赏析方法。

（2）工具式阅读

目前，一些出版社把初中阶段语文课程需要阅读

的名著制作成精简版，设计了具体批注和相关的思考题。

这样的设计不仅降低了学生的阅读难度，而且还可以引

导学生思考，将课内的阅读技能迁移到课外阅读之中。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点拨性指导辅助阅读，提高

课外阅读的实际效果。

（3）用规矩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缺乏自制性和自律性是

初中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的普遍特点。加之，学生课业

繁多，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之下，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

很难自己独立安排时间进行名著阅读。因此，要以制度

形式帮助学生合理安排阅读时间，巩固课堂教读所习之

法，这样可以很好地将所学迁移到自读和课外阅读。

首先，教师整合学年内需要名著阅读的书目，在

班级开出需要精读和略读的篇目，规定时间、具体阅读

量。师生共同制定阅读计划表，计划表内容应包括阅读

篇目或页数，阅读时间与密度，阅读内容及感受。其次，

由全班商议奖惩规则，最终由教师酌情裁决。最后，做

好学生名著阅读的评价工作。 每周由专人汇总统计阅

读的数目；教师设计好思考题，以抽签的形式在班上交

流精读篇目；每周交叉布置摘抄或读后感，之后将读后

感装订成册，以便课后共读交流；选取有针对性的练习

题加以巩固；共读交流课也可以采用手抄报设计大赛、

开展朗诵比赛、读书笔记展评、课本剧编排、即兴演讲、

开辩论会等形式。在制度中帮助学生潜移默化地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二、亲子共读：家长重视名著阅读教育

1. 家长创造家庭阅读氛围

学生教育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学校教育是主流，

但家庭教育也不容忽视。家庭是青少年学生最早习得社

会经验的地方，父母的言行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学生的成

长。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家庭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成

长有重大影响，其中民主型和民主权威型教养方式是目

前比较科学的教养方式。关系平等、相互交流和尊重信

任是民主型教养方式和民主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共同点。

一个充满书香的家庭，对孩子的阅读兴趣有一定的影响

力。因此，教师可以利用多种形式与家长达成共识，调

动家长积极创造条件进行亲子阅读，打造书香家庭。

2. 家长参与名著阅读活动

教育往大的方面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对个

体则是从中汲取经验和知识的途径。初中阶段，学生正

处于养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关键时期，特

别需要引导和沟通。因此，教育不能忽视家庭教育的力

量，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世界观。教师与家长们达成共识后，再提出以下

几点意见：第一，多关注学生的课外时间安排；第二，

每天晚上利用 30-60 分钟进行阅读；第三，阅读内容可

以与学生阅读计划表内容同步，也可以是中外名家的名

篇（主要考虑到不同家庭实际情况）；第四，与孩子互

动交流阅读感受，设计简单的问题，如“你喜欢文章中

某某人吗？你喜欢他 / 她什么？”，以此来交流所读篇

目的情感和形象；第五，家长与孩子一起完成家庭阅读

反馈表。

三、评价反馈

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亲子共读的情况，相应的评

价反馈手段是必要的。教师与家长达成共识后，将亲子

阅读表发给家长，并作相应说明 , 如 : 交表时间，撰写

要求。亲子阅读表主要记录和反馈学生在家时的阅读情

况，可以包含阅读时段、阅读篇目和页码、阅读收获等

内容。亲子阅读表能及时记录阅读进度，可以直观地量

化学生的阅读情况。每学期期中和期末，教师展示和表

扬优秀的亲子阅读表并把优秀的阅读收获印成书册。新

课标要求“充分发挥评价的多种功能”，“恰当运用多

种评价方式”。因此，在亲子共读评价活动中，教师可

以请家长在书的后面写上点评，也可以让学生自评、互

评，学生自然是不亦乐乎。这样也能有效地激发学生之

间的竞争意识，提高阅读的兴趣。

小  结：

初中语文教育要注重名著阅读，可以从学校和家

庭两方面着手以提高初中学生对名著阅读的兴趣和质

量。教师可以通过师生共读、亲子共读的方式，将学校

教育与家庭教育进行有机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师生共

读，教师要充分发挥指导作用，辅助学生习得正确的阅

读方法；亲子共读，教师提倡家长与学生共读名著，有

利于学生在愉悦的家庭氛围中学习。这样能将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提高学生名著阅读的兴趣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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