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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红色经典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优化路径分析
吴潇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当前，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中正在逐步开展全国红色主题爱国教育。在初中阶段的教学中，由于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

定了语文学科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这两面旗帜，为提升中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奠定坚实基础。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的红

色经典阅读资源，就要立足于语文教材，以此来保障红色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学工作顺利开展，践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中学生正确的“三观”形成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本文将对如何基于红色经典优化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具体

路径展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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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红色经典作品的是中学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失的环节。红

色经典作品能使中学生回忆往昔峥嵘岁月，体会革命先辈前赴后

继、不畏牺牲的革命情怀，以此激励学生勇于承担时代所赋予自

己的历史使命。通过红色经典作品能保障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同时，

红色经典作品也对中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较为积极的作用。随着

中学生知识视野不断增长，理解红色经典作品的能力也在不断提

升，如何基于红色经典优化初中语文阅读路径是本文所要探索的。

一、初中语文中开展红色经典阅读的育人价值

当学生步入中学阶段后，他们的独立性在不断地增强，叛逆

心理也会悄悄地滋生，对待事情的看法以及与人的交往等有了属

于自己的看法以及态度。但是，中学生的判断能力略显不足，情

绪波动也较为频繁，所以容易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将阅读教学

与红色经典有机融合，可提升语文学科的育人性与思想性，进而

丰富中学生的思想情感。此外，对激发中学生爱国情怀也起着较

为重要的作用，继而强化中学生对国情、国史的认知，最重要的

是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树立远大的理想。在阅读红色经典作品时，

也为德育教育工作开展提供了契机，这样中学生的意志力也能得

到强化。由此可见，在初中语文中开展红色经典阅读是非常必要的。

二、初中语文中开展红色经典阅读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占主导地位

目前，在语文教学中，教师仍然占据着主体性地位，红色经

典阅读教学往往由教师所主导。在以往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

对于培育中学生自主阅读能力不够重视。因此在红色经典作品阅

读教学中未能凸显出学生在阅读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这种教学

形式会使中学生长期处于被动阅读的状态中。长此以往，无法将

中学生阅读红色经典作品的兴趣有效激发出。

（二）学生在红色经典阅读中占据的时间较少

在红色经典阅读教学中，还有少数教师仍停留在传统的教学

观念中，语文教师会将阅读教学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讲解红色作品

的相关知识，而中学生阅读、思考红色经典作品的时间很少，进

而制约了中学生阅读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

发展，进而无法达到红色经典阅读教学的目标。对此，教师要合

理划分阅读的时间，将大部分的时间留给中学生进行自主阅读。

（三）开展红色经典阅读的教学方法不够新颖

现阶段，红色经典阅读教学中，教师仍然应用传统的教学方式，

过于注重书面教学，教学形式也不够新颖。此外，教师未能利用

多媒体等现代化教育技术，尤其是在介绍红色经典作品历史背景

时，教师就可借助图片、音频以及视频等教学形式，将历史画面

以及直观具体的形象呈现在中学生眼前，从而激发出中学生阅读

红色经典作品的兴趣。此外，教师还会忽视插图、批注等导读方式。

未能有效引导学生应用插图、预习提示等助读系统，不利于提升

中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另外，教师过于注重单篇文本的阅读教学，

对于组织专题探究、 综合性学习活动则不是很注重，因此教材中

综合性学习就如同虚设。没有专门统一的综合性阅读教材，教师

又缺乏教学经验，从而未能将红色经典在阅读教学中的价值凸显

出。基于此，语文教师就要积极创新语文阅读教学的方法。

三、初中语文中开展红色经典阅读的教学策略

（一）创设历史情境，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历史印记以及时空距离感，导

致中学生难以与文本产生情感共鸣，所以要想促使学生将文本中

的涵义理解透彻，教师就需要借助相关背景、资料为中学生搭建

桥梁。对此，教师可以借助幻灯片向中学生介绍文本的历史背景，

也可以借助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教学技术还原当时的情境，使中

学生融入到红色经典阅读中，进而消除学生与文本间的距离感，

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譬如，在阅读《老山界》时，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是长征时

期，老山界是红军走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本文通过记叙红军战

士翻越老山界的故事，表现了他们勇往直前、不怕困难的坚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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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以及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阅读之前，教师就可借助

互联网这个平台搜集与长征相关的历史影像，并将这些历史影像

播放给学生，这样可将革命历史人物与事件变得更加立体，继而

消除中学生与文本间的距离感，进而激发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

或者阅读《黄河颂》时，这篇文章既属于语文教材的选文，也属

于音乐作品，在学生阅读时教师就可以播放《黄河颂》这首音乐，

借助音乐伴奏创设历史情境，从而将文本与学生间的距离拉近。

（二）丰富活动形式，调动学生阅读积极性

教师在制定红色经典阅读教学计划时，可设计汇报整合的教

学环节，并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来丰富这一教学环节，从而激发

出中学生阅读红色经典作品的兴趣，也能调动中学生阅读红色经

典作品的积极性，同时借助这一环节也能提升中学生的阅读素养。

此外，可将汇报活动设计为读书报告、诗歌朗诵会、制作知识卡

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形式，对红色经典阅读教学是有所助益，

能够提升红色经典阅读教学的质量。

譬如，在阅读《邓稼先》时，教师就可引导中学生撰写读后

感、书评或是阅读报告，从这篇文章的写作手法、主题内容、情

感表达等多方面进行鉴赏，本篇文章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将

美国的奥本海默与邓稼先进行对比，进而突显出邓稼先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教师在教学《长征》等纪实性文学作品时，

就可以拍摄纪录片的形式开展，并引导中学生自己设计纪录片脚

本，这样有助于中学生对文本进行二次创造，从而培育中学生的

创造力、想象力。在阅读《艾青诗选》时，教师可以以“爱国主义”

为主题组织读书会，在读书会中学生可交流讨论艾青的爱国主义

诗歌，中学生便能理解艾青诗歌的意象、语言以及主题等。

（三）合理安排时间，使学生实现有效阅读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以往的教学模式已然无法满足红色

经典阅读需求。因此，教师除了优化自身教学的方法，还要合理

划分阅读教学的时间。在开展红色经典作品阅读活动时，多数教

师会在解读文本时花费大量时间，对培育学生的阅读能力以及阅

读素养不够重视，进而就会出现学生理解文章不透彻的情况。对此，

教师必须要合理安排阅读教学时间，将大量的时间留给学生用来

阅读以及理解文章。

例如，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时，教师可花费几分钟将精

简后的书籍信息介绍给学生们：埃德加·斯诺真实记录了自 1936

年 6 月至 10 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

区）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以及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

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真实情况。经此一番的介绍学生便对《红

星照耀中国》有大致了解，为后续的阅读做好了铺垫。在阅读《回

延安》可向学生介绍：延安是作者曾经生活多年的地方也是他魂

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如今再一次回到延安，感触万千，心潮澎湃，

于是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脍炙人口的政治抒情诗，但要注意讲

解的时间不宜过长，要留下大量时间让中学生阅读以及思考，这

既能有效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又能强化学生阅读的能力，从而

实现红色经典作品阅读教学目标。

（四）统筹教学资源，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首先明确红色经典作品阅读教学不同于其他阅读教学，红色

经典文学作品的文学形式比较独特，促使中学生了解红色背景、

体悟革命情感是阅读教学的重点。其次，语文阅读教学中有着大

量阅读资源，除了常见的课堂教学资源之外，还有着形式多样的

课外教学资源，其中影音及视频资料等都可作为阅读教学资源。

因此，在开展红色经典阅读教学活动时，教师要将这些教学资源

统筹好，从而促使学生实现个性化发展。

首先，教师要具备开发红色经典阅读资源的意识，还能够充

分利用已有的阅读资源，并且能将红色经典阅读资源合理统筹。

例如，校图书馆就可增加红色经典作品收藏的数量，或者校史馆、

档案馆陈列一些与红色经典相关文物，这样教师就可充分利用这

些阅读资源，以此提升红色经典阅读教学的质量。此外，教师也

能从语文教材着手，比如，部编本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天下国家”

这一单元安排了爱国人物故事会、爱国诗词朗诵会、爱国名言展

示会，教师就可充分利用教材中的阅读资源，并引导学生搜集古代、

近代以及现当代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人物，也可以是在医学、化学、

文学、科技等不同领域的爱国人物，此外，教师还需要求学生对

这些爱国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一定了解，这对于学生多层次、

多领域了解爱国人物故事是有益的，也能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所以，

教师要将课内、课外的阅读资源统筹好，从而提高红色经典阅读

教学的质量。

四、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传承革命传统文化的要求提出，红色经典作

品已然成为弘扬主流文化、强化革命传统教育的载体，所以，红

色经典作品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可以从创设

历史情境，丰富阅读活动形式、合理划分阅读教学时间以及统筹

教学资源着手，从而激发出中学生的阅读兴趣，调动中学生阅读

积极性，促使中学生实现个性化发展。此外，教师还要与自身教

学经验相结合，积极探索构建高效语文阅读教学课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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