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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名著是指那些历经岁月但却经久不衰的具有较高艺

术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名著的阅读能启迪心灵，熏陶

情操，引导人形成端正的三观。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在

青春叛逆期，阅读名著不仅是他们语文学习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其人生成长的重要推动力。鉴于此，作为初

中语文教师应当积极探索名著阅读教学的有效模式，引

导学生高效且科学地阅读名著，享受来自名著的精神滋

养。以下，我仅结合自身的初中语文教育实践，针对初

中语文名著阅读课程化教学模式的构建这一主题发表个

人认识与看法。

一、初中学生阅读文学名著的现状

国内初中学校选用的是部编版语文教材，经典名著

节选在教材中占据一定比例，其对学生产生的吸引力是

较大的，因为教材篇幅较短，所以初中学生会选择正本

数据进行阅读。但是应试教育产生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

大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只关注分数，他们虽然会组织学生

进行名著阅读，但是内容却是经过筛选的，这样一来，

学生能够真正了解的只是作者简介、作品梗概、人物关

系等基础信息，甚至有些教师会将名著中的一些内容以

纸质资料的方式发放给学生，并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完成

背诵任务，这就导致初中学生的阅读意愿不强，甚至会

产生厌烦感，难以达到预期名著阅读的效果。新课标中

明确指出，初中学生在三年时间内应该要完成一定的阅

读任务，而且在阅读效果方面也进行了量化，也就是要

对作者、内容、思想等有切实的了解，这样可以对阅读

起到引导作用。但这个量化标准在予以落实时存在着收

缩状况，教师往往会围绕标准编制讲义，如此可以明显

缩短阅读时间，虽然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成绩，但是在

感悟、表述等方面却是达不到要求的。

二、当前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新课改和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初中语文名著阅

读教学理应做出适当的改变。不过，在现阶段的名著阅

读教学中，教师或不愿做出改变，或采取了不恰当的方

式，这就使得名著阅读教学出现了以下几种典型的问题。

首先，学生缺乏阅读兴趣。初中阶段的阅读教学，教师

出于中考的压力，往往都会以讲解的方式开展教学，学

生受到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的影响，也形成了固化的思

维模式，仅仅将阅读视为一种被动接受知识的方式，所

以对阅读的兴趣也就不浓厚。其次，教学时间严重不足。

面临中考，语文教师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基础知识

的教学和习题训练中，名著阅读的作用和价值往往容易

被忽略，这就导致出现了教学名著阅读的时间不足的窘

状。除此以外，阅读资源不足、教学形式陈旧等也导致

了名著阅读教学的效果不如人意 [1]。

三、名著阅读教学策略

1. 科学引导，促进阅读

面对相对深奥的名著阅读，学生会产生抵触情绪，

甚至认为名著晦涩难懂，没有趣味性，会在阅读中遇到

许多疑难问题。教师要充分认识到现代学生所处的生活

时代与名著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距离，这是学生对名著

感到深奥晦涩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就很难

对名著产生阅读兴趣，更无法达成情感共鸣。因此，教

师要注重名著阅读的指导性，为学生的阅读做好服务工

作。首先，教师要认识到名著阅读对于提高学生语文能

力的重要作用。在教学中要摒弃只介绍名著中人物形象

以及故事梗概的方式，要重视学生的整体阅读和深度阅

读。不能为了应付考试而对文本进行肢解式阅读，而导

致学生体验不到名著的美感，也影响了学生对名著的阅

读兴趣 [2]。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名著的内容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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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解。教师要从教材的文本阅读入手，让学生掌握相

应的阅读方法。如在教材文本阅读中，可以引导学生掌

握分析语言情感的方法，怎样抓住文段关键词概括语段

意义，怎样通过文段的概括与总结提炼文本意旨，等等。

以及让学生掌握略读、精读、跨读等阅读方式，学会根

据阅读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阅读。最后，为了提

高名著阅读效果，教师可以实施由课内向课外拓展的阅

读方式，以更好地让学生通过名著阅读，巩固课内学习

到的阅读方法。如初中语文教材中有一些名著节选阅读

篇目，教师可以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拓展阅读，让学生

更深入地进行名著阅读，进一步开拓学生的视野。如学

习鲁迅先生的《故乡》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互动，让

学生谈谈自己的家乡，再对比鲁迅先生描写的故乡，了

解当时历史与现代社会的不同，让学生真正了解当时社

会发展状况，这样，学生才能对本文阅读产生兴趣，进

一步了解文本的意旨。在学生学习本文后，学生对于鲁

迅先生的语言特点及叙事风格产生了兴趣，教师可以趁

热打铁，推荐学生阅读《呐喊》一书，让学生了解《故

乡》选自于《呐喊》，要进一步和全面地了解鲁迅先生的

作品，就需要深入阅读。在阅读中学生遇到问题，教师

要给学生及时指导，并且名著的阅读通常是学生在课外

完成的，为了提供给学生交流与互动的机会，教师可以

鼓励学生通过网络向教师请教，或者是通过微信学习群

与同伴互动探究，可以通过网络查询、阅读相关参考书

等途径来解决疑难，从而有效提升学生阅读名著的效率

与质量。

2. 碎片化时间阅读

初中学生的升学压力是较大的，大量的时间用于学

科知识的学习，课外阅读一再被压缩。为了大幅提高阅

读效果，可对学生的碎片时间加以充分利用，将细节阅

读落实到位，这样就可使得名著阅读更为理想。例如，

对《鲁滨逊漂流记》进行阅读时，由于篇幅较长，集中

阅读的难度是较大的，因而可对其进行划分，教师可引

导学生利用电子设备分章节阅读，这样可以使阅读能够

顺利展开。对碎片化时间加以充分利用，可以保证阅读

更为充分，也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3]。

3. 教给学生科学的阅读方法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想引导学生

进行高效阅读，作为初中语文教师有必要且必须教给他

们科学的阅读方法。这样学生才能独立阅读，自主阅读，

并由此得到阅读的精神启迪与熏陶，与此同时，提升自

身的人文素养。

例如，《西游记》是我国的四大经典名著之一，其并

不单纯是荧幕上所呈现的有趣好玩，更有极其丰富的底

蕴及其内涵。但初中阶段的学生通过影视已经对《西游

记》这一名著所涉及的内容有所了解，以此为基础，我

便以《西游记》为基础，指导学生进行“跳读”和“精

读”，“跳读”是指翻阅目录，跳到自己感兴趣、愿意读

的章节，“精读”是指逐字阅读、认真思考与分析。这样

一来，“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便使学生能以一

种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游记》这一名著，并感受其

中的人文魅力。再如，在带领学生阅读《骆驼祥子》这

一名著时，我便指导学生边阅读边做批注，将自己阅读

时产生的疑问、形成的认识与看法等以批注的形式及时

整理，阅读《骆驼祥子》后，学生写的批注非常丰富，

而这些都是他们独立阅读并建立思考的有力体现，大大

提升了学生阅读名著的质量。

4. 走进文本，加深体验

名著阅读，要注重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体验名著中

的人文精神与关怀，体味人的价值、命运、尊严以及体

验人类对命运不屈服的精神与品格，这也是名著所展现

的人文价值与情感。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理

解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命运际遇、情感纠葛的描述，了

解现实的社会现象等为切入点，促使学生进入文本营造

的精神世界，与作者进行近距离对话，自觉接受人文教

育与熏陶。要彰显名著的审美价值，对学生实现正确的

价值引领，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文本的更深层次，

不能只停留在肤浅的文字理解层面上，教师要引导学生

根据自己的感悟与体会对名著做出创造性的诠释，唤醒

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同情心，引导学生思考生命的价

值。如八年级下册推荐阅读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文章所讲的是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双目失明、双腿瘫

痪的情况下，在人生的道路上遭遇重重困难前，用钢铁

般的意志与疾病做斗争的故事。他勤奋进取、不怕挫折、

吃苦耐劳、坚韧不屈的精神，值得青少年们学习。但是

只讲他的这些精神，学生只能停留在浅层次的理解，学

生生活的时代，与保尔·柯察金生活的时代相距太远，这

时就需要引导学生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他们在生

活与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如果这样还不够，还可以应用

学生身边或现实生活中的。

5. 选择合适方法，检测阅读成果

开展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

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见识，也需要有一定的外部平台

来督促学生更好地完成阅读学习，因此，阅读成果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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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无疑是一个好方法。检测的方式并非只有传统的考试，

教师需要制订一些让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检测方式，让学

生敢于检测、乐于检测。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在阅读

完名著之后进行阅读记录的填报、阅读心得和感受的分

享等，定期举行主题班会或者读书会对学生填写的阅读

记录进行评比和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进行评

价，这样可以避免学生对考试产生恐惧或者通过只看重

点的方式来应付测试，也可以举办一系列名著阅读竞赛

来对学生的阅读成果进行检测。例如，舞台剧比赛、名

著常识比赛等，这些都是推动学生主动阅读名著、学习名

著的有效方式。这些措施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名著阅读的

印象和理解，激发学生的阅读和学习兴趣，还可以增进学

生之间的交流和培养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品质。

四、结语

名著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颗璀璨明珠，

作为初中语文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领学生探寻其中的奥

秘，以助力初中学生更好地进步与成长。

参考文献：

[1] 路廷俊 . 基于整本书的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学探

究 [J].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9（12）.

[2] 苑学冬 . 浅谈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学 [J]. 语文教学

通讯·D 刊（学术刊），2020（5）.

[3] 黄文琴 . 碎片化学习语境下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

学探讨 [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