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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学方法 
◆郑艳琴 

（简阳市简城城北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四川简阳  641400） 

 
摘要：名著是极富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的阅读文本，其中蕴含的深刻社

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能够历久弥新。但名著阅读教学存在着许多窘境，对

此，本文就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学现状和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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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就目前的教

学现状看，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阅读质量低以及应试教学效
果差等等。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旨在提高初中名
著阅读的教学效果。 

一、初中语文名著阅读的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阅读虎头蛇尾，学习兴趣下降 
信息化、网络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快餐文化盛行，学生被各

种碎片化信息充斥生活。由此，学生对内涵含蓄深刻、篇幅冗长
的名著阅读兴趣较低，常常进行虎头蛇尾、囫囵吞枣式的阅读，
既没有理解名著的内涵和价值，又浪费了教学时间。 

（二）以应试功利性为主，教学效果较差 
部分教师将名著进行应试化教学，将名著拆解为“作者”、

“背景”、“人物”、“情节”等部分，追求短期记忆获取高分成绩，
忽视了对学生阅读探究能力的锻炼和培养。考试过后学生往往对
所背内容不理解，同时也对名著失去兴趣。 

二、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学的方法策略 
（一）灵活运用思维导图辅助名著阅读教学 
思维导图的构建模仿了大脑神经的记忆传递形式，可以较好

地将名著中的零散知识点进行有机联系，帮助学生对名著内容进
行梳理，对其内在联系和内涵探究进行准确把握和整体性分析，
从而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框架。例如，在教学《三国演义》部分
的名著阅读时，教师可以先提前组织大家进行文本阅读，再以思
维导图的形式进行书本框架整理。如教师可以以“三国”为中心
主题，向外拓展三个大分支，分别是魏国、吴国以及蜀国，然后
再进行第二级分支的拓展，对各国的情况进行梳理，其中教师可
以有意识地穿插空白分支，请学生上前作答进行关键词填写，还
可以增加一些能够代表关键词特质的简笔画加深学生对思维导
图的记忆，从而加深对三国演义书籍内容的理解。此外，教师还
可以引导学生使用思维导图进行阅读笔记和阅读感想的制作，强
化学生的阅读探究能力，巩固学生的后续阅读学习[1]。 

（二）拓展课外阅读，增加学生的阅读兴趣 
想要了解一个作家，我们常常从他的作品入手，但往往一篇

文章或者一段文字难以全面地体现一个人。就此，教师在进行名
著阅读教学时，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同一作者不同作品进行了
解，分析该作家地创作思路和历程；引导学生对不同作者同一时
期作品进行了解，系统全面地分析名著的创作背景以及深刻理解
名著蕴含的深刻意义。由此，由课内规范的教材阅读拓展到自由
的课外阅读，可以增加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其对阅读文本进行全
面了解、自由解读。例如，在教学《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后，
引导学生回顾所学过的和所接触过的鲁迅作品，进行联合式分
析，再引导学生阅读鲁迅的其他作品，如：《朝花夕拾》、《呐喊》、
《狂人日记》等等，让学生通过课外阅读对课内知识进行补充，
而后再次进行鲁迅文集的阅读探讨课堂，带领学生系统地认识鲁
迅，认识鲁迅作品中的伟大之处[2]。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引导
学生进行不规定范围的课前 5 分钟名著阅读推荐活动，按照学号
每次安排一位同学对自己喜欢的名著进行介绍和推荐，鼓励大家
一同阅读，通过拓展课外阅读，学生增加了对名著阅读的熟悉感
和亲近感，也增加了阅读兴趣。 

（三）挖掘教材内涵，组织名著阅读活动 
初中名著阅读教学要基于教材、深入教材、跳出教材，采用

多种教学方法，进行丰富的名著阅读活动。基于教材是指从教材
为着眼点进行开发，深入教材是指挖掘教材的内涵和理解的重难
点，跳出教材是指不局限于教材内容，丰富阅读拓展。丰富的名

著阅读活动可以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鼓励学生进行积极的名著
阅读，使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例如，完善阅读教学环
境的规划，学校设立读书角、书籍推荐墙，以及广播站增加名著
导读栏目、校报增加读书感悟栏目等等。组织相关的名著阅读活
动，如：名著主题演讲比赛、名著意义以及阅读现状相关的辩论
赛、名著阅读手抄报大赛、名著阅读海报设计大赛等等。通过丰
富的校园名著阅读活动，鼓励学生进行自由阅读，自主探究。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使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 
信息技术是现代化教学手段的重要媒介，是辅助教学的重要

途径。针对初中名著阅读教学，可以进行的教学方法有：开发电
影课、增加相关视频教学、设计名著导读的微课等等。教学方法
是促进教学的手段，是基于提高教学效果目的所采取的方式，但
最终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即教学效果的强化并非必须
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用心去倾听学生的个人理解，引导学生阅
读更为重要[3]。所有的教学方法都起着辅助作用，我们可以借助
但不能依赖更不能用其替代教师教学。例如，学生可以通过观看
影视的精彩片段进行经典创作的感悟；通过经典荧幕形象理解名
著人物的选择与复杂情感；通过收看《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
会》、《中国成语大会》、《声临其境》等节目拓展阅读的知识面。
由于部分影视会对作品进行改编和荧幕设计，故而此类信息技术
传递的视频只能作为辅助和参考，最终教师还是应该引导学生回
归教材，回顾经典名著。由此可见，阅读的教学方法不局限于教
材，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拓展和开发，但最终需要回归教材，以
教材为基础进行知识梳理、意义探讨，从而确保名著阅读的正确
性和科学性，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是阅读文本中的精粹，值得教

师深思教学方法从而进行有益的学生价值观引导。教师可以根据
学生的名著阅读现状，树立正确的名著阅读教学理念，尊重学生
的主体地位，采取思维导图辅助法、组织阅读活动法、信息技术
辅助法等进行名著阅读教学，同时增加课外阅读的拓展机会，提
升学生的知识面以及名著阅读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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