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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家校共读经典的实践研究 
曾彦青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学校  518126） 

摘要：目前，初中生的语文阅读情况并不是非常乐观，主要表现为缺乏阅读兴趣、缺乏阅读方法、缺乏阅读知识。为了改变初
中生的语文阅读情况，提升其语文阅读能力，必须要通过科学的家校共育策略，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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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施行家校共育，培养初中生的语

文阅读能力已经成为提升其综合学习素养的根本策略之一。当
下，对于初中家校共读经典的实践策略的研究仍在继续，而且
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分
析和研究，以期能为初中语文教师提供培养学生语文阅读能力
的教学方案。 

一、初中生的语文阅读习惯和方式 
（一）碎片化阅读 
初中生日常的学习任务繁重，学习压力较大，很难有相对

集中的时间进行经典阅读，因此，初中生的语文阅读方式倾向
于碎片化方式，即这一本书中看一点，再到另一本数中看一点。
这种阅读方式实际上难有很好的阅读成效，也很难激发学生的
阅读兴趣。 

（二）浅阅读 
随着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逐渐形成浅阅读习

惯，所谓浅阅读其实和碎片化阅读类似，但是阅读效果更差，
通常情况下只是看看标题、开头和结尾就完事。对初中生来说，
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接触到的信息越多越杂，就越容易养成浅阅
读习惯。 

（三）选择性阅读 
选择性阅读很好理解，就是初中生会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

选择读本，例如一些男生喜欢看武侠小说、神怪小说等，而一
些女生则喜欢看都市言情小说和宫斗类小说，但是这些文学作
品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能成为经典，他们接触更多的还是一些
“垃圾”作品，看多了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四）课外阅读 
课外阅读指的是相较于枯燥的课内阅读，学生更喜欢在没

有压力、没有阅读任务的课外环境中进行阅读。而且从实际情
况分析，一些语文学优生恰恰都是在课外阅读中积累了丰富的
阅读经验和语文文化知识。因此总的来说，课外阅读效果要明
显优于课内阅读效果，这一点需要教师高度注意。 

二、初中家校共读经典对提升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作用 
（一）充分利用学生的碎片时间 
初中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还是比较充裕的，在这些碎片时间

里其实还有一些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可以让学生进行经典阅读。
而通过家校共读模式，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充当了学生的“监
督者”和“引导者”，可以帮助学生充分利用这些碎片时间诵读
经典，获得知识。 

（二）引导学生进行深入阅读 
初中生性格叛逆，心性浮躁，如果不是有很大的兴趣，基

本上很难持续的做一件事，文学经典虽内涵丰富但，但绝大多
数都是初中生不喜欢的文学题材，所以必须通过家校共读模式，
让教师和家长陪着学生一起阅读，鼓励其持续、深入的阅读文
学经典。 

（三）帮助学生筛选适合他们的经典文学作品 
初中生尚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

认知水平也不高，所以通过家校共读模式，就能让家长和教师
作为学生的“导师”，先帮助他们筛选出适合他们的经典文学作
品，以防一些不健康的读本对学生的思想价值观产生不好的影
响。 

（四）以课外阅读素材为主推进家校共读 
课外阅读素材相对于课外阅读来说，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

上都要高得多，所以以课外阅读素材作为推进家校共读的主要
材料，不仅能在数量上打下坚实基础，还在质量上保证了学生
的阅读质量，一举两得。 

三、初中家校共读经典的实践策略 
（一）基础和前提 

1、以学生为本开展共读经典活动 
在“人本教学”理念指导下，教师必须要以学生为本开展

家校共读经典活动，最大限度的给学生选择的权利，例如教师
和家长为学生选择了《唐吉柯德》《福尔摩斯探案集》《百年孤
独》《骆驼祥子》等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进行二次选择。在繁多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总有一款
能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2、注重家长对学生的引导作用 
部分教师认为家校共读应以学校为主，这种想法恰恰是错

误的，因为学生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家长对孩子
思想品行的影响非常大，只有注重家长对学生的引导作用，才
能让他们在课余生活中养成爱读书、善读书的好习惯。 

（二）方法和策略 
1、筛选适合初中生的阅读素材 
客观来说，初中生的阅读水平并不高，所以一些难以理解

的文学名著自然不能成为首选，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故事性强，
浅显易懂的文学名著，例如《我的大学》《安徒生童话》《海底
两万里》《名人传》《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等。 

2、依照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阅读内容和时间 
不同学生的阅读水平、习惯不同，所以家长和教师应针对

学生的具体情况合理分配阅读内容和时间，例如对一名学困生
来说，一次读五页，一天读三次是比较合适的，而对一名学优
生来说，一次读一章，一天对 3-4 章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这
只是笔者的个人建议，如何安排阅读内容和时间还需要家长和
教师商量决定。 

3、采用互动式阅读法提升阅读效率 
互动式阅读法即通过家长、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以推进

阅读过程，从而提升阅读效率的方法。例如在阅读《我的大学》
时，家长、教师可以和学生说一说自己的大学生活，讲一些奇
闻趣事，并结合文章内容引导学生了解大学生活的美好、充实。
再例如在阅读《名人传》时，家长、教师可以和学生说一说一
些中外名人的成长故事，并和学生讨论他们成功的原因和道理，
从而让学生总结阅读经验和生活哲理，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 

4、注重反思积累，经常和学生交流阅读心得 
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学生只有反复阅读才能获

得较深的阅读心得。对于一本名著，读一篇是远远不够的，无
论是家长还是教师，应以 1-2 篇文学名著为主体，持续的引导
学生进行阅读理解。同时，随着家长、教师的深入阅读，他们
所获得的心得体会也可以成为学生丰富精神世界的养料，对其
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的转变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家校共读经典能够将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紧密

结合，让初中生时刻的接受经典文学作品的熏陶和洗礼，对其
文化感悟能力和文化素养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
上述分析只是笔者的个人浅见，希望各位初中语文教师能够基
于本文的分析论证继续探究初中家校共读经典的实践策略。文
中尚存的不足之处也请各位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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