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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分析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一个不阅读的孩子，就是学习上潜在

的差生。”从过去依赖，众多名人纷纷强调读书的积极影响和意
义。2020 年的今天，我国语文教学面临巨大的变动，中考和高
考对阅读有更多的要求和标准，因为阅读本身是开展其他学科的
前提和基础。阅读速度、阅读过程中对内容的理解程度，是决
定一个孩子学习是否优秀提供良好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促进
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的提升，为孩子今后的人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案例描述
作品属于叙事散文，作者是冰心。散文所讲述的是冰心自

4岁到80岁的读书历程，总结多年来的读书经验，制定选择书籍的
方法和标准，表达自己对读书的热爱之情，并告诫少年应培养“读
书好，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在课程学习时，我选择创新做法，
并未严格要求学生进行段落、层次的划分，也没有制定逐段讲解的
计划。首先，我让学生参与课文阅读，提升对课文内容的认知，然
后交流自己从课文中学到了什么读书的方法，得到了什么读书启
示？让学生联合自己的读书实际情况，提升对 “读书好，多读书，
读好书”的认知，以便今后更好地进行阅读。下面就是我在教学《忆
读书》时的教学片断：

师:读完课文，文中哪句话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什么? 　
　生1：“对我一生影响最深刻的句子是‘读书好，多读书，读好
书’，因为文章内容往往是围绕核心思路创作，告诉了我们读书的
好处，应该怎样读书，读些什么书。

生2:“我跟他们一样，对这个句子有深刻的印象和理解，因
为作者总结自己的一生经验，引发我的读书启发。”

师：同学们解释说明“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的字
面意思。

生“我理解‘读书好’就是读书有好处的。” 例如，可促进
个人写作能力的提升，增长个人见识，学会为人处世的道理。

生：“我认为‘多读书’就是读书的数量要多，范围要广。” 例
如，阅读《十万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中外神话故事》、中
国四大名著等，让我收获颇多。　

生：“我认为‘读好书’就是要学会挑选内容好，思想上积极
上进的书，比如读一些名著，伟人传记、红色经典等。”

师：课文中都提到了哪些读书方法，并联系自己的经历说说
你最喜欢哪种读书方法？

生：作者所提出的读书方法如下：《三国演义》的大致阅读；
反复多次阅读；《红楼梦》的隔段阅读； 4.《西游记》、《封神榜》
的对比阅读，选择性阅读。

生：我喜欢反复读，因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生：我喜欢比较读，这样更能让我挑选出有益于自己的好书。
师：除了书上所提到的读书方法，你还有哪些好的读书

方法？
生：把难理解的地方多读几遍，看完几遍后总结内容，在这

段文字的最后写一些自己的感受、启发和心得。
生：先读一遍，再回忆一遍；逐页逐页读，把好句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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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书本为载体，以课堂教学为渠道，促进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的提升，为后续的学习活动提供基础和支持。而多数学生
在挑选课外读物时不会甄别书的内容好坏，只凭封面插图和题目，来挑选课外读物。读书时也是水过地皮湿，过后只记得看过这本
书，而不记得里面的内容。我们就是要通过课文的学习，慢慢让学生学会挑选和比较书籍，学会正确有效的读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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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读出来，加深印象；将大量的好词、好句汇总在摘抄本中，
为后续的写作提供便利。

生：坚持做到烂熟于心，需要事先进行浏览，并总结故事的
精华部分，详细解读和分析故事内容，并把自己的读书感受和心
得体会写在段落的旁边。

生：读书过程中如果遇到难以理解的词语，则会通过联系上
文和下文，查阅字典、咨询家长、查询百度等方式进行分析。

师：看来同学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老师替你们
高兴。那你是怎么挑选适合自己，又教人积极向上的图书的呢？

生：到了书店，我是先看书名，看到感兴趣的书名，我再看
里面的内容简介，看是否适合自己阅读。例如，我个人偏好于《淘
气包马小跳》作品。

生：我读的书一般都是老师、同学所推荐的书籍内容，例如，
《上下五千年》资料就是在介绍我国三皇五帝、辛亥革命的历史故
事，记录大量关于我国的发展历程、重要发展事件、名人故事等。

生：我读的书一般都是学过的课文延伸出来的书目。如《青
铜葵花》《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还有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等。

生：我还会读与学过的课文同一作者的书，例如，我自己阅
读过的小说作品包括：《第七条猎狗》、《狼王梦》、《猎狐》等。

师：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认为通过有效的课本学习，将进
一步提升对读书的热爱。心动还不如行动，今天老师就给大家布
置本学期的读书计划和任务。

3  案例反思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要求：“阅读时学生个性化的表

现，将阅读教学引入学生文本信息中，并投入更多的思想和情感
互动，提升对阅读的理解，并不断总结和分析，接受更全面的情
感熏陶，促进个人思维模式的突破，进而提升审美的快乐。重视
学生感受、体验、理解的培养”，高年级学生在前期几年的学习和
沉淀下，已有一定的自读自悟能力。在教学中只要教师问题引导
到位，学生就能通过读书了解课文重点，并有自己的读书感悟。

本课教学采用把握文章要点，理解“读书好，多读书，读好
书”这一中心，对作者的读书方法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教师引导
学生根据“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展开教学，通过分析课本
教学内容，结合自身的读书经验，在参与教学设计时难度较高，对
于学生而言面临较高的操作难度。所以，我持续发挥课堂教学的
优势，培养学生的思维独立性，促进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学生参
与课文学习活动时，我尽量结合自身的读书体验进行分析，满足
作者情感体验需求，进而提升学生的共鸣，让学生知道作者的成
功与知识积累密切相关，正因为作者长期读书，才能逐步发展成
为优秀的作家。鼓励学生向冰心奶奶学习，多读书，读好书，能
力成为优秀的人才，为祖国的建设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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