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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名著阅读对语文学习能力有着很大的影响，开展高质量的引

导式阅读很有必要。初中语文很多篇幅对于学生都晦涩难懂，
需要教师耐心引导学生进入书中的世界，理解当时的故事。学
生在课堂上对教师的精彩讲解有了兴趣就会对名著感兴趣，有助
于大幅度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解析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文学素养，拓展学生的眼界，让学生真正喜欢上语文。

1　建立以学生为主题的课堂
1.1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
语文课堂不应该只为应对考试进行的学习，不能为了提高学

生的考试成绩而强制学生阅读名著。教师应以提高学生的眼界，
文化境界为目标，引导学生阅读名著，从书中学习作者正确的
思想，正确认识价值观，世界观。新课改的标准要求学生要全
面发展，要平衡学生的学习就要进行引导性教学，提升初中语
文教学中阅读名著的分量，让学生对名著产生浓厚的兴趣，会
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增加自己的阅读量，更能提高学生的学
习能力。

例如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中名著导读《朝花夕拾》：消除
与经典的隔膜一文中，教师可以先举例现代生活的变化，在为学
生讲述早些时候的生活，采用对比的方式让学生对这本名著产生
兴趣，让学生想要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朝花夕拾》中描写
了许多作者童年时的趣事，初中生正是当时作者的年龄时期，学
生会因为跟作者差不多的年龄去探究作者那个年代的童年是什么
样子的，从而对名著产生阅读兴趣，有利于学生的文化积累。教
师还可以向学生提问在《朝花夕拾》中看到了什么，让学生踊跃
发言，促进学生在课堂上的活跃性[1]。

1.2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
在学习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的《红星照耀中国》时，教师可以

将全班学生随机平均分成几组，让学生认真阅读这篇纪实作品，
了解共产党人在当时的时期的心理活动，体会当时的红色精神和
爱国精神。阅读完毕后可以让学生在组中讨论自己的感受，让组
员推选出一名组长，并由组长总结小组的想法。教师在听完各小
组的想法后为学生联系当今的社会实际进行分析，让学生深刻意
识到为民族命运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和红军的伟大。在课堂结束
后教师还可以为学生留课后作业，让学生收集红色事迹下一节课
分享给大家。小组阅读可以提高学生之间的合作能力，本节课还
可以让学生深刻认识红色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　尊重学生个体性，因材施教
2.1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学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点，

在初中的阶段，学生正要面临升学压力，进行许多应试教育，但
是会导致学生产生厌学的情绪。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性格特点
进行教学，女孩比较心思细腻，男孩子热情好动，为女孩子推荐
具有故事性，描写细腻的著作，为男生推荐具有描写义气之类的
著作。根据学生特点为学生进行教学，或采用丰富有趣的形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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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名著阅读在初中语文课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学生在这个时期的记忆力非常好，经常阅读名著可以增加学生的知识
积累，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在初中课本中的许多内容也属于名著，教师开展引导性教学，让学生自主阅读，不能让学生为了完成教
师留下的人物被迫阅读，会适得其反。教师需将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课本中，进行引导式阅读，为学生讲解课本中精彩的世界，让
学生投入到教材中，本文为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开展引导式名著阅读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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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有助于学生对阅读名著产生兴趣，让学生对名著印象更
加深刻。

例如在阅读我国四大名著《红楼梦》时，教师可以利用教室
的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影视版《红楼梦》，可以挑选其中有趣的片段
在课上为学生播放，当学生脑中的象形人物有了实体之后，学生
的记忆会更加深刻，影视作品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名著
影视化，学生会对著作有兴趣和了解，以后再写作时可以运用著
作中的道理，可以引用著作的名言，学生通过多种有趣的授课方
式可以增强对课堂的关注度，会期待下一节课会是什么授课方式，
还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2]。

2.2提高学生注意力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名著阅读活动，教师可以在

开展活动时在旁指导，可以增进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在之后的
教学中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在课程进行之前可以让学生搜集资料名
著有哪些，将感兴趣的名著带到学校中来，在课上阅读，课程进行
中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自行讨论名著中某一人物的特点，将这一人物
和班上的同学联系起来，增加趣味性，并且让学生讨论名著中的内
容为何这样发展，了解学生内心的真正想法。在课后还可以让学生
征集再次阅读的想法，在学生之中选取一名管理者，让学生自行组
织，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性教学，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
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丰富学生的知识，
学生在上课时就会更加集中注意力。

例如《水浒传》是学生在学习期间需要阅读的名著，这本书
描写了许多人为反抗做出的英勇事迹，每个人物都有自己鲜明的
人物特点。教师可以通过引导为学生讲解这本名著，可以让学生
将同学的人物性格和《水浒传》中的人物串联起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让学生角色扮演其中的人物，将书中的对白演绎出来
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当时人物的内心活动，其他学生在对白演绎时
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学生的眼中时同学在演绎，学生内心不
会紧张，再次看到这篇名著时就会联想起同学的演绎，提高学生
的记忆力，还为学生的阅读活动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3　结束语
在名著中，学生可以感知到更深刻的人生哲理，增强学生

的人文价值，这比教师在口头上说的更加具有影响力，学生通过
自己发现式的学习，更能深刻记忆经典的文学作品，还能够进行
之前社会和当今社会的比较，感知世界的不同，感受每个时期的
不同的特色。引导式的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课堂上教师引导
学生阅读名著，可以促进学生阅读水平的提升，塑造学生良好的
性格，提高学生素质，更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成为课
堂的主人，不断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让学生在文学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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