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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开展高中语文经典诵读的意义与策略 
沈照 

（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  650500） 

摘要：当前的教育背景下，素质教育刻不容缓。所以中学要加强经典诵读教育，使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规范，将中

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入孩子的心中，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丰富学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展现自己的文化修养。通

过加强经典诵读从而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加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本文基于在核心素养下，浅谈高中语文开

展经典诵读的意义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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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语文是培养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素质教育

的不断发展，要求我们在紧跟时代步伐同时，还要紧扣时代脉搏，

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握核心素养，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以及其中的内涵，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传承

经典诵读，积淀文化底蕴，深入探究文化教育发展。 
一、核心素养下开展经典诵读的意义 

（一）有利于汲取经典知识，立德树人 

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可以吸取经典中的营养，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阅读经典诵读，培养的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国家栋梁。从而提升学生的素质教育，

培养良好的品德风范。 

（二）有助于陶冶情操提升个人修养 

经典诵读是什么，是经过时间淘洗过，而留存下大众文化。他

的质量是得到成千上万人认证的，是经过成百上千年筛选的。不可

否认现在的大众文化也有优良的部分，但是浩淼的文化，你该怎么

选择？学习经典诵读，深化文化底蕴修养，提炼出其中的精华，让

自己一边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一边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正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不仅受用与各个门类的考试，也

体现在自己的待人接物，体现在自己的风度修养，要想做个气宇轩

昂的人，做一个谈吐自如温文尔雅的人，那就多多阅读经典名著，

体会里面的百味人生，去丰富自己完善自身，陶冶情操，涵养自信。 

（三）有助于加强学生的语文学习 

在诵读中，学生去揣摩圣贤的为人处事，学习心得，然后用于

自身的语文学习中，更好地体会语文学习的美妙之处。了解丰富的

文化知识，在语文的词语解释，阅读理解，诗词鉴赏中都有非常多

的帮助。多多阅读经典名著，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语文这门学科，

将经典诵读融入到平时的语文学习中，加深印象，拓宽学习的深度

和广度，从而更好地学习语文，使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游刃有余。 

（四）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记忆力 

国学经典诵读开发的是学生一生的潜能。通过诵读，最明显的

效果就是记忆力的提高，专注度的提升。随着记忆力的提高，还会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背诵课文变得不再是难事，孩子就会对背诵产

生越来越浓的兴趣，同时，诵读国学经典，也是为孩子一生打上文

化底色。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这些经典的理解会越来越深，而

且会惠及其一生。语文书中的课文差不多都会背诵。经典语言系统

一旦进入孩子的大脑，沉睡的记忆潜能就会被唤醒，背诵的速度就

会越来越快。 
二、核心素质下开展经典诵读的策略 

（一）老师加强经典诵读的素质教育，提高对经典诵读教育的

重视 

老师是孩子的向导，想让学生重视经典诵读就需要老师提高重

视的程度，更好地去引导学生对于经典诵读的关注度。在课堂上，

老师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并且需要有趣味性，从而引导孩子能够接

受经典诵读产生兴趣。在学校中，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让老

师能够提起对经典诵读的重视，自己主观上意识到经典诵读对于孩

子身心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的重要程度。 

（二）创新经典诵读的上课方式 

经典诵读虽说是传统文化，但是我们需要革故鼎新，将传统文

化中注入新鲜血液，通过创新上课的方式让学生对于经典诵读产生

兴趣。可以通过知识竞赛，经典改变故事，经典故事情景剧演绎等

方式来拉近学生与经典诵读之间的关系，并且让经典内容不再晦涩

难，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

在教材内容上，经典诵读我们会经常学习到一些名家诗歌，而诗歌

的学习有时过于枯燥，且晦涩难懂，老师可以安排学生通过演情景

剧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就好比经典诗歌《少年中国说》，慷慨激昂，

斗志满满，也许经过老师的传授讲解学生并不能完全参透梁启超先

生想要传达的道理，这时候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将该诗歌改编成情景

剧，通过演绎来体会作者想要展现 的中心思想。也可以通过诗歌

翻唱诗歌朗诵的方式加深其理解程度，也加强了课堂的互动感。 

（三）学习过程中保持文字输入坚持记录 

读和写，永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看不写很难有进步。在

我们读书的过程中，要随时摘录下那些触动自己共鸣点，现在读电

子书随手标记是一种好习惯，因为那些共鸣点是一本书的精华所

在，及时标记也不至于陷入“看完就忘”的尴尬境地。或者准备一

个比较好的本子，以某一个时间段为单位（一般是一个月），记录

下自己读过的每一本书的书名，并留下一定的空隙写总结。总结不

是摘抄，反而有点像书评，是你在读完整本书之后最直观的个人感

受，内容可长可短，写下自己对这本书印象最深的地方以及自己的

带有总结性质的感想。做好记录，加深对于经典诵读的理解，而记

录的本身就是一件诚意满满的事情。也能让自己获得满满的成就。 
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典诵读传承的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与传

承是我们青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经典文化经过历史的长河

洗尽铅华，历久弥新，我们需要去学习，了解其中蕴含的丰富哲理

以及人生的宝贵知识。学好经典诵读，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提高

我们的个人修养，是我们的人生更加富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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