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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阅读经典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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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文是我国最具有我们民族和国家特色的一门学科，一直以来语文的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学习高中语文中的经典可以

帮助学生提高很多其他方面的能力，例如它还可以提高一个人在社交方面的个人魅力和沟通能力。所以提高阅读水平，提升文学素

养学好语文经典对于提高一个人的各方面能力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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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曾经说过，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让中国在

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大中华的文化源远流长，沉积着

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为

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养料。经典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精髓，学生从刚刚开始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就要让他们接触经

典文化，能够更好地使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起来，符合学生的天性，

而且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仅能使学生们一生受益，也能很

好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增强全体公民的文化自信。 

一、借助教材，引经据典 

国编委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语文教材中编入了

大量的古诗、词，现在从小学开始新编的教材就更有甚了，每一册

不仅多了好几首的古诗，还编入了学生感兴趣又比较简单的文言

文，高中阶段各种诗词更是具有现实意义有离别的感伤、有逆境的

悲凉、有风景的瑰丽、有军旅的戎马还有思念家乡。作为教师我们

可以以教材为主体，借助课堂这一主阵地，进一步丰富学生的学习

资源。教材中的每一首诗、词每一篇文言文只是一种类型诗的代表，

一个观点的论述，通过举一反三可以引出相关类型的诗文让学生注

意日常积累，这样不仅增加了学生对古诗文的积累，也丰富了学生

的语言和应用范围。作为语文老师在每一节课上，让学生与经典对

话，将传统的价值观和传统美德融入学生心灵深处，成为学生生命

的一部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如我在教的描写作者胸怀大志报视

死如归或报国无门或无力回天的古诗词时，先让学生回顾曾经学过

相关爱国诗人的诗词句，借助图画感知所描画的场景，然后再学习

课文中的古诗欣赏诗文中每个作者的意境，并在学习的过程中适时

地穿插几首相关的的古诗《春望(杜甫)》《雁门太守行(李贺)》《泊

秦淮(杜牧)》《破阵子(辛弃疾)》等，让学生在课堂上诵读并且选择

一首自己喜欢的背诵下来，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蕴藏在文

化中的美。在教学《十五从军征》这课前先让学生回顾并复述故事，

学完这则文言文后让学生读《木兰辞》，并让学生加以对比和联系。

不仅在语文课上进行经典的阅读，还要求学生们在周末自行安排一

个时间段做为经典诵读时间，保证中华经典阅读的基本时长。通过

故事激趣、初读经典、理解经典、背诵经典、加强联系等模式激发

学生对经典的兴趣，从而爱上经典。让学生从经典中学会如何去尊

敬人、如何感恩于他人，怎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学会做人的道理。 

二、利用家庭，共享经典 

研究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图书的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平均每人年读书 64 

本，犹太人的财富和知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韩国人均阅读量约为

11 本书每年，法国及日本大约是 8.4 本每年。而我国 13 亿人口，

扣除教科书这种学生必读的书本外，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不到 1 本。

只靠课堂上的这点知识容量，相对于学生大量的语言文字需求是远

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外进行补充，带动他们阅读。高中课

程多，内容深，老师无法留出太多的时间带学生阅读，这样只能请

我们的家长一起陪同孩子们阅读。作为老师我们可以充当指导者，

指导家长怎么去引导和带动孩子们阅读，活到老学到老家长也可以

在阅读中提高自身。比如，可以让家长跟孩子同读经典，要求家长

每天在家最少花２０-３０分钟时间陪同孩子共读一本书，在阅读

过程中家长可以适时适量地提出一些问题和孩子一起思考，或者让

孩子提出问题跟家长一起探索，这样可以使孩子养成边读边思考的

好习惯。读完后还可以和孩子一起交流探讨经典中的含义和心得，

有兴趣的可以适当的写写读书笔记。经过一段时间后跟孩子一起回

顾曾经读过的经典书籍的内容，或让孩子讲其中的故事。这样可以

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成就，增强他们阅读的积极性。好习惯的养成，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重点在于家长是否能够持之以恒。大多数的孩

子没坚持住都是家长先没能坚持住，只要他们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

惯，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能够积累大量的语言文字。将阅读培养成孩

子的兴趣，不需要外力去推动引导，他们自然而然会积极阅读，这

样就能为提高孩子们的综合素质打下牢靠的基础。 

三、阅读经典，学以致用 

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培养学生阅读的能力就是为了让他们能

够用到实践中去。常常听家长抱怨说，孩子很爱看书也读过很多的

书，可是语文成绩一直提不高，每次老师一布置作文就头疼得要命。

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方法，没有把从书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学

习当中去。国学经典是古代圣贤思想和智慧的结晶，经过千锤万凿

才流传下来的，可以作为学生遣词造句的典范。所以我平时在指导

学生诵读经典的过程中，注重先让学生理解经典词句，然后再让学

生用学到的经典来造句或写话，并且让学生自己在平时的口语和书

面表达时，用词造句也要尽量做到字斟句酌、准确恰当，这对培养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读和写即有其各自的目的性，

两者又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显然合理的倾吐程度和吸收有紧密

的联系。学生一边读书，一边从书面材料，抓住作者的思路，了解

文章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当学生在写作文时，可以根据我们自

己所要表达的思想，选择和组织我们生活中积累或看到的有关材

料，以一定的写作顺序，层次分明，运用恰当的语言文字把它表达

出来。指导培养学生阅读经典从而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这条路还

很远很艰辛，但只要我们不放弃持之以恒地指导下去，就能够收到

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