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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编专业学生来说，国学经典阅读是极其重要的一
环。在有条件的基础上也应该开展其他的国学经典阅读活动，
国学经典阅读多种书籍，开拓个人视野。因此，阅读一定的
国学经典，对了解古代的知识文化都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
正确阅读国学经典，提升专业素养的提升呢？

1  国学经典阅读前的准备要做好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在举办相关的国学经典

阅读活动时，也要提前有所规划，应该有相应的侧重点，这
样可以避免在实际的国学经典阅读活动中，只是国学经典阅读
却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在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前将各项事
宜规划好，有利于活动的顺利开展。

1.1培养国学经典阅读兴趣。不管做什么，兴趣都是最好的
老师。因此，在开展一些国学经典阅读活动之前，应该充分意识
到国学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发现文学的魅力、国学经典阅读的魅
力，充满兴趣想要国学经典阅读。在实践中教学中，会发现很多
人对国学经典阅读并不感兴趣，会觉得枯燥乏味。

1.2合理安排国学经典阅读时间。不管在任何时候开展任何
活动，都需要安排合适的国学经典阅读时间。首先是在适当的时
候开展相应的国学经典阅读，比如在课堂上或是自习课上，抑或
是课后的时间。总之，要选取并安排合理的国学经典阅读时间。

1.3选择多种国学经典阅读方式。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国学
经典阅读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用的国学
经典阅读方式。其旨在营造活跃气氛的课堂，让学生真正地融入其
中，并且能够积极国学经典阅读、积极交流。不同的国学经典阅读方
式会产生不同的国学经典阅读效果，对学生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2  组织好各种国学经典阅读活动
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后，就开始国学经典阅读教学活动，

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学生充分自主参与其中的一个表
现。老师也要充分关注这个环节，抓住关键的国学经典阅读方
法，在适当时候给学生传授有帮助的国学经典阅读方法，会让学
生大受裨益。

2.1把握不同文章国学经典阅读方法。不同体裁、题材的文
章具有不同的特点的，认识这些文章的不同是进行国学经典阅读
教学的前提。在国学经典阅读不同文章的时候，其采取的方法是
不一样的，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老师根据这些文章的特点，选
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关键时候传授给学生，可以让学生加深印
象，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终应该让学生准确掌握国学经典阅
读不同文本采取的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不同的解题策略，
提高学生获取知识、提炼知识的能力。

2.2学会分析文章结构逻辑。一篇文章是有其内在行文逻辑
的，如果能抽丝剥茧，抓住整篇文章的内在结构、内在逻辑，那
么在理解的时候也不会具有太大的难度了。而学生往往会“因小
失大”，无法做到将目光放在整篇文章的格局上。

这个时候，老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加以指导，就具有很关键
很重要的促进作用。老师应该引导学生掌握各种文章的特征，
从整体上认识和解读篇章，在实际国学经典阅读中可以采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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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学习中，国学经典阅读对学生的影响时潜移默化、至关重要的，对广编专业的学生来说，国学经典阅读也占据着

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实际学习中应该找到相应方法，旨在做到“好读书，读好书”，在国学经典阅读中增加自己的学识和文

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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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和泛读两种方式，注意细节，也不能局限于细节。
2.3多次国学经典阅读寻求文章内涵。多次国学经典阅读文

本也就是反复国学经典阅读文本。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很多时候多读一遍书就能让我们发现此前没有认识到的观点。这
句话对学生的国学经典阅读教学同样受用，也是值得学习和实践
的。引导学生多次国学经典阅读同一文本，每次国学经典阅读的
时候以不同的出发点进行赏析。在多读几遍的基础上，老师只需
要稍微点拨一下就能让学生理解明白，甚至不需要指点，学生自
己也能发现书本中不一样的内涵。

3  国学经典阅读后的总结工作不可忽视
国学经典阅读活动结束后，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结束，这时

候老师应该和学生一起开展相应的总结活动，通过回顾准备、活
动过程，发现存在的问题，并为下次做相应的准备。

3.1国学经典阅读总结结合实际。在国学经典阅读活动结束
之后，往往不一定会取得预期的目标，这是常见的现象。其主要
原因就是因为制定任务的时候没有结合实践，在总结的时候，应
该关注整个过程哪些方面没有真正地切合实际，哪些地方过分理
论化。比如，有时候因为难度过大，有时候因为时间分配的不好，
或是国学经典阅读材料不在学生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总而言
之，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和教学需要，精心设计国学经典
阅读活动，重新定位活动的难易度，激发不同水平层次的学生积
极参与国学经典阅读活动，推动学生参与语言学习的内在动力。

3.2国学经典阅读总结紧扣主题。在国学经典阅读结束后的
总结活动中，整个讨论交流过程，务必要和国学经典阅读主题密
切相关，切记不能脱离主题，变成没有目的性的茶话会。整个交
流过程如果没有和国学经典阅读相关，会导致效率低下，不仅没
有什么收获，还会影响学生国学经典阅读的积极性。因此，老师
在主持开展相应的国学经典阅读总结时，要注意这样的问题。整
个语言输出活动要和国学经典阅读内容息息相关，让学生全过程
没有脱离最初制定的国学经典阅读任务。否则，不能激化学生思
维能力，也不能强化相应的国学经典阅读活动。

3.3国学经典阅读活动学以致用。不管任何时候的学习，不
管任何时候的写作，最终都应该回归自我，都应该学以致用。在
实际教学的过程中也应如此。这种学以致用不只是为了应试，不
只是为了做好书本上的练习题，不只是为了做好试卷上的国学经
典阅读题目。更重要的是应该让学生真正地体会到国学经典阅读
的快乐，从中学到与文学、国学经典阅读相关的知识。学生应该
在国学经典阅读活动之后拓展了个人的思维，提高了个人的国学
经典阅读理解能力，同时也提升了相应的写作技能，以及提高个
人的综合文化素养。这次俺是符合素质教育，符合国学经典阅读
教学目标的，让学生真正热爱国学经典阅读，并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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