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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例谈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学中预学的多种形式 
◆陈  磊 

（广东省东莞市黄江中学） 

 
摘要：名著阅读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但是由于学生课业

压力较大、学习时间紧张导致学生对阅读名著兴趣不足且缺乏方法性，

导致名著阅读教学大多流于形式。本文认为有效的预学能够调动学生阅

读名著的积极性，将结合《格列佛游记》教学实例浅谈思维导图法、知

识竞赛法、时髦激趣法、以写促读法四种预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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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初中生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260 万字，每学年阅读两至三部名著。近几年的中考语文名著阅
读范围除了原有的十二本名著外，又增加了许多推荐篇目。同时
综观中考语文名著附加题，题目的考察大多需在选段的基础上拓
展到对全书的理解和把握，可见对初中生阅读名著的高要求，名
著阅读无疑成为了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初中阶段，学生面临着中考升学的压力，学习时间紧迫，
往往没有充裕的时间细细阅读名著，再加上名著产生的年代久
远，新时代学生较难理解其中的内涵，久而久之，学生阅读名著
纯粹为了应付考试，兴趣度和积极性大打折扣， 终导致名著阅
读教学大多流于形式，同时目前亦缺乏相关教学指导，教师对此
无从入手。本文认为，采用不同形式的预学方式为解决这一问题
提供可行性，能够激发学生对名著的阅读兴趣以及提高名著阅读
的有效性。 

《格列佛游记》是长篇游记体讽刺小说，虽然此书的故事较
符合学生现阶段的阅读心理，但如上文所述，初中生阅读时间较
少，而此书篇幅长、人物众多，同时还涉及到英国政治和人性的
丑陋等较为深刻的意涵，学生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把握文章内容
和激发阅读兴趣，下面本文将结合《格列佛游记》的教学课例谈
谈有效的预学形式。 

一、思维导图法 
思维导图是近几年在阅读教学中备受推崇的一种方法，它是

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简单却又很有效，而且图
文并重，不会是一篇枯燥的笔记，而是呈现一个生动的绘本。在
指导学生阅读《格列佛游记》之前，我就给学生出示了三个关键
词：格列佛性格、其他人物和四次出海，让学生选择其中一个关
键词形成自己的思维导图。学生围绕自己选择的关键词阅读书
籍，理清了整本书的脉络，许多同学制作出精美而富有引导价值
的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制作出来后，我会给学生的作品进行打分，并将优
秀的作品利用投影仪展示。展示过程中，学生看到如此生动而有
趣的思维导图立刻发出赞叹之声，而受到表扬的同学更是对其它
的好作品兴趣盎然。至此，学生就在榜样的力量中不断完善自己
的思维导图，从而促使他们能够进一步掌握小说中的内容。 

二、知识竞赛法 
知识竞赛是一种常用的预习检测形式，利用小组竞赛的形式

毋庸置疑可以激发学生争胜之心，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但
是，因此，运用知识竞赛法指导学生预习，让学生对知识竞赛有
所期待，如何出题十分重要。知识竞赛应以小说内容为主，尤其
是一些有趣或经典的情节，学生既会被吸引，又容易获得自信心，
进而增强阅读的积极性。 

在学生阅读《格列佛游记》后，我采用知识竞赛法检测预习，
题目多为小说里的有趣情节，并注意采用分层答题的形式，一类
题目针对阅读能力中下等生，以增强他们的阅读自信心，例如： 

1、格列佛自认为立了一大奇功，指的是什么？ 
2、小人国是用什么方法来选拔官吏的？ 
…… 
一类题目是让阅读能力较强的学生表现自我，带来成功的满

足感。例如： 
1、在“慧骃”国里，说说格列佛值得你称赞的一个方面。 
2、在小人国，作者为什么不惜笔墨详尽地介绍了“绳上跳

舞”的游戏？ 
…… 
整场知识竞赛既有判断题、选择题，又有填空题、问答题，

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有所表现，让学生充分展现“自我”，从而
调动其阅读积极性。 

三、时髦激趣法 
有效的预学应能够抓住学生心理， 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阅

读积极性。当今初中生成长在网络化的大数据时代，在信息平台
更开放、表达方式更多元的环境下，学生喜爱追逐潮流，使用主
流 APP，是一群“时髦”的新新人类。如果预学方式能够与学生
的周末闲时生活联系起来，必能进一步激发他们阅读名著的兴
趣。 

在学生的名著阅读篇目中，《汤姆•索亚历险记》《鲁宾逊漂
流记》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作品，与《格列佛游记》均属于历险
类的小说，因此为了激发学生对《格列佛游记》中主人公的兴趣，
我在学生阅读名著前留了一个讨论题：“《汤姆•索亚历险记》《鲁
宾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中你更喜欢哪个主人公，为什么？”
由于这个问题本身较中规中矩，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于是我就
采用网络论坛的形式进行，而学生可以用个性化语言发表言论。
但由于学校的硬件条件有限和学生的自控能力较差，我并没有让
学生用电子产品进行实操，而是仿照网络论坛的界面制作了“纸
质论坛”。学生对于此类新颖时髦的讨论方式十分感兴趣，每个
人都畅所欲言。有的学生文笔虽拙，个性十足；有的学生能说会
道，妙语连篇；有的学生不忘回应，趣味横生。 

“纸质论坛”讨论是在课下进行的，学生“阅贴评论”自由
度较大，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评论后，我作为“楼主”评出了热
帖并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而在这一刻的分享时间里学生专注认
真，课堂上欢笑声不断。 

名著预学形式除了采用论坛讨论的方式之外，还可以让学生
制作人物的个性签名，按照人物性格进行微信聊天，创作人物表
情包等。 

四、以写促读法 
“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中的四项目标技能，通常我们都是

“读”为“写”服务，而名著阅读教学可以用“写”促“读”，
让学生带着“写”的目的去“读”，去预习。因此，“写”的内容
应该要能够激发起学生“读”的兴趣。预习《格列佛游记》前，
我布置给学生的“写”的任务是写影评。 

学生爱看电影，而《格列佛游记》在 1996 年和 2010 年都有
被制作成电影，所以我首先在课堂上让学生观看电影，让他们了
解这本名著的大概内容，从而形成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我再让
学生阅读原著，两者进行对比之后写一篇影评。当中需注意的是，
电影虽然改编自原著，却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阅读原著、加
强对原著的理解力、感受度，仍然是我们的教学之本。 

学生初次涉及影评，文笔比较稚嫩，很多学生都写成了简单
的观后感，但是学生能够去看、去写，我们以“写”促“读”的
教学目标都达成了。除了写影评之外，还可以让学生写剧本、写
改编等。 

以上预学形式是我在指导阅读《格列佛游记》时探索实践出
的几种适用性强的方式，预学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创作插画绘本、
表演课本剧、摘抄优美语句等。我认为，不管使用哪种预学方式
都得坚持两个前提：一是能够 大限度地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二
是符合名著文本个性的阅读特点。预学是名著教学环节中的 重
要的一环，预学方式有效自然能够让学生主动阅读、爱上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