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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从课内到课外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策略 
◆高晓娟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江苏省苏州市  215000） 

 
众所周知，课外阅读一直以来都是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部

分，是课堂阅读教学的拓展延伸，是学生提升语文素养的重要途
径。教师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既要在阅读的方法上注重点拨和
指导，也要在阅读的内容上注重渗透和整合，达到课内阅读与课
外阅读的有效配合。教师只有将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进行有效的
衔接，才能更加有效地去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本文从阅读方法
入手来谈如何指导学生课外阅读。 

叶圣陶曾经说过，语文教材无非就是些例子。教师要凭借书
本上提供的例子来教会学生阅读。在学完课内的文章后，让学生
把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课外的阅读中去，这样举一反
三，既可以检测课内学习的效果又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教
师要让学生通过课内的学习来掌握基本的阅读方法，以便运用到
课外的学习中去，如泛读法、精读法、做读书笔记等等，使学生
读起书来，不再无法无序。 

1.泛读法 
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知识信息时代需要每个公民学会快

节奏，高效率地阅读各种书籍。新课标也提出了“养成默读习惯，
有一定速度，阅读一般的现代文，每分钟不少于 500 字”的要
求。①教师要指导学生熟练地掌握并运用泛读的方法，扩大阅读
面。要使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读完某一段落或是某篇文章，使学
生能够在短时间内了解文章大意，要使学生能够改变指读、唇读、
回视等不良习惯，在泛读时视域要宽，能够一目数行。学会泛读
法，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 

泛读主要是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整体理解、提高学生的阅读速
度，而不强调要学生逐字逐句地深挖文章的内涵。泛读是学生阅
读量的积累，同时也是学生进行细读的基础。 

刚刚进入初中的学生他们的阅读能力往往停留在读篇幅较
短的文章的阶段，当他们首次面对诸如人物众多、情节关系复杂
的篇幅较长的阅读材料时，他们常常会感到不知从何入手。针对
初中生的这种现状，教师就可以对学生进行“泛读指导”。泛读
法能帮助学生梳理情节和人物关系，能够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
有深入阅读的动力。 

比如在指导学生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教师可以让
学生通过默读、浏览等泛读方式，引导学生通过浏览目录或者标
题，让学生寻找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在泛读的过程中了解小说
的大致内容。教师也可以让学生阅读前言，了解到有关作者的信
息以及创作的背景，这也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该小说。再比如
《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学生并不陌生，但是能够从头看到尾，
认真看的学生估计就不多了。《水浒传》头绪比较复杂，人物众
多，不像《西游记》头绪简单，学生有阅读下去的兴趣。指导阅
读《水浒传》时，教师可以先采用泛读法，通过带领学生阅读目
录，先把书读薄。通过目录对整本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知道全
书故事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 108 名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经过；合
伙受招安的过程；受招安后最后失败的经过。通过泛读可以让学
生先了解大致内容，有一点头绪后再细读文本。 

学生的课外阅读水平怎么样，课外阅读的方法掌握情况如
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内阅读教学。当教师发现学生已经掌握
了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泛读方法时，就要鼓励学生用这些方法
阅读其它的文献材料，不单单停留在名著的阅读上，让学生在大
量的阅读过程中巩固阅读的方法，再让方法变成一种阅读的习
惯。 

2.精读法 
精读，是指学生在阅读时能够对重要的语句进行逐字逐句地

深入研究，对重要的语句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能够做到深入理
解。点评法是教师在指导学生细读文本时可以采用的方法。用点
评法阅读文本，可以培养学生独立的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比如
在指导学生精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关筑路的章节时，教
师可以由“筑路者面临哪些困难？表现了什么精神？”等问题引
导学生对文本进行精读点评。学生通过精读文本可以从文中发现

在筑路时筑路者们面临的种种困难，有恶劣的劳动环境上的困
难、有物资上的困难、有尖锐的阶级斗争上的困难。学生通过对
种种困难的解读，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到筑路者们不畏艰苦的大
无畏的精神。再比如《水浒传》中 108 名好汉，各具特色，教师
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两个人物，在书中找到有关描写该
人物的内容进行精读，通过精读发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课堂上
可以请学生分享精读的成果，即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人物的什么
性格。 

通过在课堂上指导学生精读重要的语句、片段，教师可以帮
助学生养成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阅读习惯，当一种行为成为一
种习惯时，学生在没有老师指导时也能有效地进行课外阅读。久
而久之这将有利于学生阅读能力、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需要注
意的是教师在课堂上教方法，示范引路时要精选语句和段落，所
选的字、词、句、段落要确有可评之处。 

当今时代信息变化快，知识不断更新，如果要求篇篇文章精
读，恐怕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也不利于扩大课外阅读量。因此
要把精读和泛读结合起来。 

对于精读，要求学生在阅读时画出生字词，能够利用工具书
认识生字词；画出重点句段，能够把握文章的主体部分，体会作
者的感情变化；画出文章精彩的部分，探究文章的写作手法。具
体来说，学生可以在读的过程中圈点勾画、写批注，即对阅读的
重点，难点做记号，写评语的方式来进行精读。如学生在阅读鲁
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时难免会有看不懂的地方，这时候学生可
以在阅读时将不理解的地方先做上记号。然后可以请教老师或者
翻阅资料来解决阅读障碍。也可以把自己的见解想法写下来，同
学们一起探讨。养成精读的好习惯，学生的阅读就不会停留在一
知半解的状态。通过精读，使学生把课内学到的方法应用于课外
阅读，从而提高语文能力。 

3.读书笔记 
无论是课内阅读还是课外阅读都应让学生养成阅读的好习

惯，阅读不光要用眼睛，用嘴巴，也要用手。教师要辅导学生在
阅读后做好相应的读书笔记，并且对学生所做的笔记要及时给出
反馈，要有针对性的评价建议。写读书笔记，对于深入理解掌握
所读内容，对于积累学习素材都很有必要。 

常用的读书笔记方式有：①摘抄，即根据自己的情况将自己
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摘抄下来，以备日后的学习研究所需。比如在
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可将书中有关生命的意义那一段摘
抄下来，反复品读，以后也可在自己写作时灵活运用。②札记，
即读过书以后，把有关的心得体会，感想等写下来，要有真情实
感，要联系个人和社会。 

我们经常说“教是为了不教”，尽管这句话已经老生常谈了，
但是它所蕴含的道理还是值得们深思的。这里的“教”不只是教
知识，更是一种学习方法的教授。知识是会随着时间而被遗忘的，
但是方法一旦掌握便是会受用终身的。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阅读
方法可以在课外不同的书籍阅读中运用、消化，最终变成一种阅
读的习惯，真正获得自主阅读的能力。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