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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分析 
王洪庆 

（广西南宁市第八中学  530000） 

摘要：随着教学课程的不断优化与改革，如何给予科学化的阅读指导，构建科学化的阅读模式，逐渐成为教师最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红楼梦》是经典著作，相对来说具有比较高的语言借鉴价值，教育意义深刻。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整本

书阅读，激发学生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兴趣，还可以提升自身的阅读水平，积累更多语言知识。本文从核心素养内涵展开探究，提出

了引导学生掌握正确阅读方法、以丰富趣味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深入挖掘整本书内涵与人文精神等多方面的教学策略，具体内

容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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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自古以来，整本书的阅读教学活动，就是学习中国先

贤的阅读模式、学习方法等。但就实际情况分析了解到，整本书阅

读教学还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语文教材篇幅、教学时间

的限制，精简的单篇文章逐渐发展成为语文知识教学的关键主体，

阅读内容也大都是篇幅短小、精彩片段组成。基于此，篇幅较长文

本不受到学生的喜爱，在教学活动中也被教师与学生忽视，导致大

部分学生对整本书的阅读兴趣不高，阅读素养与水平不高。在各个

阶段的语文教材教学中，都收录了《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如初中

阶段的“刘姥姥进大观园”，高中阶段成为了整本书阅读的教学内

容。所以，其不单单是学生必需掌握的内容，也是指导学生进行整

本书阅读的基本要求。教师需要提出创新教学方法，还需要将核心

素养渗透到各项阅读环节中。在创新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促进核心

素养培养渗透于各项阅读活动，体现出整本书阅读的实际意义，为

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文学科素养奠定稳固基础。 

一.核心素养内涵 

（一）语言构建与运用 

在语文学科的学习过程中，主要就是促进学生整合、积累、交

流语言。而对于以往的教学活动进行分析，大都是结合语文教材的

文本进行语言构建，可能具有呆板性、象征性的特点，不利于学生

构建语言[1]。所以，整本书阅读，属于语文教学内容的延伸方式，

能促进学生挖掘教材的内涵精神，还可以积累构建成为自身的语言

基础知识体系，实现学生与整本书的交流与对话，并在阅读的过程

中合理化的运用整本书的故事情节，转化为学生语言运用能力。 

（二）审美鉴赏与创造 

整本书都是以文字为关键载体，借助作者的语言表现艺术、创

作风格等，为广大读者呈现出优秀的文本。 正如“红学百年，争

论不休”，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并且从不同

的角度进行评价与欣赏[2]。但是在当前语文阅读教学中，许多教师

都是以教参为样本，要求学生从统一的角度进行赏析，限制了学生

的语言创造力。所以，教师对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指导，需要激发

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还要深化其阅读体验，感受文章蕴藏的精

神与内涵。 

（三）文化传承与理解 

我国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关键积淀方式，值得学生进行反

复诵读。每一部经典内容，内容相对来说都十分复杂，情节、意蕴

也相对来说较为丰富，是传承、选择、保存、创新文化的关键载体。

所以，文化理解与传承的基本内涵，要促进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整

合与完善教学资源，并选择合适的文本，进而切实拓宽传统文化宣

传的宽度，使得学生可以有态度、有意识的进行传承，形成良好的

文化意识，传承文化精神。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 

（一）引导学生掌握正确阅读方法 

《红楼梦》的章节比较多，情节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涉及到

的人物有很多，对于学生来说阅读难度较高。而要想提升学生的阅

读水平，就要引导学生掌握正确阅读方法。在进行《红楼梦》整本

书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立足于学生的实际情况，渗透有效

的阅读方法，锻炼与提升学生整本书阅读能力。第一，教师可以以

整合阅读、分段阅读紧密融合，真正达成化整为零，降低学生阅读

整本书的难度，还可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框架体系，促进各个章节

内容的紧密联系。例如，将《红楼梦》整本书划分为多个板块，结

合故事发展进行安排，确定各个板块的阅读任务：梳理整本书的阅

读骨架、认识贾府的繁荣景象、刘姥姥事件、宝玉与黛玉的故事、

贾府衰败的整个过程[3]。采用分段阅读的方式，促进学生梳理各个

阅读板块的基本内容，了解与整体故事的联系，形成良好的阅读意

识，立足于整体立意进行后续章节阅读。第二，教师可以实现导读、

自读相互融合。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需要学生自主构建语言体系，

教师也要进行积极引导。在学生面临困难的时候，进行合理的启发。

例如，在学生阅读整本书之前，教师就需要设置多个问题，指导学

生带着问题阅读，还要指明整本书的阅读方法，以便于激发学生的

阅读积极性。例如，从《红楼梦》故事人物取名进行研究，作者为

何设计宝钗、黛玉名字，还有娇杏”—— 侥幸，“甄贾”—— 真

假，都分别有什么寓意？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阅读的同时，将四大

家族的族谱绘制出来，以便于充分的了解人物、故事的关系，更清

晰的阅读各个章节的故事，提升学生的语文阅读水平。 

（二）整本书阅读教学注意以人带事 

在《红楼梦》整本书的阅读教学过程中，规模相对来说较为宏

大，结构也比较严谨，情节更加复杂，人物线索也较为模糊。因为

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代表

作。要想对这部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进行分析与研究，就要积极

的引导学生采用以人带事的方式，对整本书的线索与人物关系进行

梳理。在整本书的阅读教学过程中，从语言、人物、整体框架、故

事主题等，都要通过事件与人物展现出来。在对线索进行梳理的同

时，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完成《红楼梦》真实阅读。例如，从宝玉

与黛玉的爱情事件，对整本书的线索进行梳理，以此降低学生阅读

学习的难度[4]。因为宝玉与黛玉的恋爱心理，即使是到了现在，也

可以将少男少女的恋爱心理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不管是塑造人物形

象，还是刻画与描写人物的性格，基本特点就是以人物将整本书的

结构框架梳理出来，还要为真实阅读打下稳固基础。采用以人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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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对整本书的内涵进行挖掘，真正实现深度阅读。处于信息

化时代背景下，浅阅读也成为流行的阅读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学生的阅读指向。在实际的整本书阅读教学过程中，要促进学生

走出阅读舒适圈，对《红楼梦》的内涵与艺术价值进行充分的挖掘，

实现深度阅读。例如，在《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教学过程中，以

黛玉与宝玉争吵作为显性事件，引导学生分析与研究。不单单可以

塑造群体人物形象，还能突出以宝玉与黛玉为主体的隐喻形象，体

现出万千少男少女的爱恨纠葛，还能够凸显出《红楼梦》蕴藏的社

会价值。通过主角形象，进而将事件串联起来，梳理整本书的爱情

主线，降低学生阅读难度，使得学生更愿意接受与对整本书文本内

容进行分析。另外，在宝玉与黛玉的日常交往过程中，其他人物角

色出现，也有助于切实提升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在主线任务的悲

欢离合故事中，了解《红楼梦》的社会背景、人物关系、事件纠葛

等，揭示人性、历史主题等，引导学生深入的进行整本书阅读。 

（三）以丰富趣味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对于学生的能力提升、语言知识积累来说，都需要与学习情感

为基础内容。《红楼梦》的整体篇幅比较长，若学习者在阅读的时

候存在积极性不足的情况，就会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丧失，不利于

形成良好的语文学科素养。所以，开展《红楼梦》教学活动，教师

要更加关注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情感，并且以具有趣味性的阅

读活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例如，教师定期开展小型知识竞赛，

并将学生随机分为不同小组，两个小组进行竞赛，选择一个学生感

兴趣的《红楼梦》板块，结合这一部分的内容，开展你出题、我回

答的活动，促进学生互问互答，最后查看哪个小组回答正确问题更

多。而在知识问答活动中，小组成员获得比赛的胜利，才会更紧迫

的开展知识阅读，并对故事情节进行分析与研究[5]。此外，教师还

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戏剧表演，如选择《红楼梦》的经典片段，如黛

玉葬花、宝玉摔玉等，学生可以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感兴趣

的角色，并根据自己揣摩的人物性格、心理特点等，进行丰富的表

演。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深刻感悟人物内心情感，走进《红楼梦》

整本书中。 

（四）重视学生思维训练 

与简单的语文阅读教材相比较，整本书阅读对学生思维能力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思维训练也是提升学生思维品质的关键方式，是

培养学生形成良好语文学科素养的关键环节。所以，教师需要对《红

楼梦》整本书的思维训练时机进行把握，以合作讨论、设置问题等

方式，培养学生形成辩证、推理思维等，更理性的对问题进行分析，

获得思维能力的锻炼，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例如在《红楼梦》的

阅读过程中，教师提问学生：有部分人认为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使

用的语言是典雅的，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作者使用的语言贴近实际

生活，通俗易懂。针对于这一问题，提问学生的看法？学生从不同

的角度思考语言运用艺术效果，进行分析阅读以后，学生则会给出

不同答案[6]。其中一名学生表示，典雅则是《红楼梦》描写的基本

特点，因为其中创作了许多感人的诗词，是浪漫主义诗人。在描写

黛玉葬花故事的时候，更是写下了《葬花词》，以‘花谢花飞飞满

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为读

者创设了美丽的画面。还有的学生提出通俗易懂才是《红楼梦》的

语言特点，从刘姥姥和王狗儿的对话、王熙凤说过的‘没吃过猪肉，

也看见过猪跑’语句中不难发现语言通俗易懂性。自然，更多学生

表示《红楼梦》创作的语言美丽就是雅俗共赏。不仅仅加入了许多

成语、诗词，也有民间流传的歇后语等，也正是作者的语言运用艺

术。基于此，教师要在进行《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同时，培

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能力，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与理解文章，积

累丰富的语文知识。 

（五）深入挖掘整本书内涵与人文精神 

《红楼梦》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经典内容，其中蕴藏了情节曲折、

情感复杂的故事，更关键的就是学生通过整本书阅读，可以达到价

值观提升的目标，并获得全新的阅读体验。基于核心素养教学背景

下，教师应当注重对整本书的内涵与人文精神进行挖掘，了解经过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学生应当了解什么？收获什么？整本书的

阅读教学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提升学生语文学科素养的关

键，也是基础的育人目标。第一，教师应当指导学生能够在整本书

阅读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容进行挖掘，还需要深刻的了

解与感受我国传统文化魅力，促进高中生形成良好的文化自信，形

成正确文化价值理念，还可以为传承与发扬我国文化打下良好基础
[7]。例如《红楼梦》中的服饰、诗词、饮食等，都是构成我国传统

文化的关键内容。在进行文本阅读的过程中，就可以从上述基本层

面入手，促进学生深入了解复杂多样的传统文化，了解人文风情，

形成民族文化自豪感。第二，使得学生能受到《红楼梦》中真善美

精神的影响。《红楼梦》中有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内涵，能将我国五

千年发展以来的人文精神凸显出来。虽然《红楼梦》主要就是对黑

暗腐朽社会、现实生活进行描述，但是也描写了大观园一样有情爱

的地方。虽然许多人物都是循规蹈矩，不敢突破传统思想的局限，

但是也刻画了宝玉一样与封建抗争，把握自己命运的形象。学生在

对这些内容进行阅读分析的同时，能够感受人性的美好、爱情的珍

贵等，进而形成真善美的人格品质。 

结束语：综上所述，基于核心素养的进行《红楼梦》整本书阅

读教学，教师需要积极的引导学生，构建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并促

进学生的情感、思维能力、学习水平的健康发展，形成良好的语文

学科综合素养。借助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等多种形式，带动事件发

展，细读文本内容，激发学生对整本书内涵的探究精神。不管是深

度阅读与学习，还是了解主题隐喻中悲剧性，都要采用以人带事、

以点带面的方式，开展分解阅读，以便于顺利达成整本书的阅读教

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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