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1月（总第 188期） 

 230 

教学实践 

初中语文课外阅读指导的实践与思考 
◆郭飞翔 

（合肥市庐江县乐桥镇初级中学  231581） 

 
摘要：初中语文教学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需要

获得更丰富的知识积累，进一步增强自我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显然，

局限于课内的学习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必须通过大力开展课外阅读

来开阔学生的眼界，丰富他们的知识储备。教师则需要在学生的课外阅

读活动中发挥有效的引导作用，提升课外阅读的效果。本文主要围绕初

中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实践方法展开论述，希望能够对语

文课外阅读与课内教学的有效衔接提供更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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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尽管教材中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示例性，但在文章的篇幅和类

别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想要达成语文教学的“三维目标”，必
须从课内向课外延伸，将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呈现给学生，满足
他们知识、技能、情感发展的需求。尽管课外阅读是一项自主学
习活动，但由于初中生的自主性不强，自我规范能力不足，掌握
的阅读方法也有限，因此教师的指导仍旧是必不可少的，且必须
把握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对于教师来说是需要在实践中探
索并思考的。下面笔者将提出几点相关建议。 

一、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使学生想读 
只有学生想要阅读，愿意阅读，才能够将课外阅读作为自我

的需求，自主的开展。被动的阅读只能是走马观花，无法真正收
获知识和情感。因此，教师在学生课外阅读中发挥的首要作用就
是激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对于这一点，需要教师从初中生的兴
趣爱好出发，了解他们的个性需求，使阅读不再枯燥。 

如一次，我给学生讲《男生贾里》其中的一些有趣故事，引
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班级中顿时刮起了“伟人”风，生起了“秦
文君”热，掀起了课外阅读的高潮。再如读马克吐温的《汤姆索
亚历险记》后，就让学生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进行表演。表演的
同学固然要精读原作，看完表演的同学也会怀着强烈的欲望争相
阅读原著。  

二、推荐优秀阅读书目，使学生乐读 
在激起了学生对于阅读的热情后，教师的指导工作仅仅是打

下了一个开端，接下来就要思考如何使学生的学习热情长久的保
持，而不是“昙花一现”，随着阅读量的增多而逐步丧失。此时
教师需要做的就是让学生感受到阅读的乐趣，能够从中获得积极
的情感体验。许多学生在自主开展课外阅读时仅仅按照自己的兴
趣爱好来搜集读物，最终的收获并不理想。教师应结合课内学习
内容，向外延伸，为学生推荐优秀作品，对课内教学起到促进作
用，同时也要能满足学生对于阅读的需求。 

如学了朱自清的《春》后，推荐学生读林斤澜的《春》，并
将两课进行对比。学了老舍的《济南的冬天》，推荐学生读老舍
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写的《大明湖的春》，让学生对老舍的写作
风格有了较全面的把握。其次，是做到课内外结合，选择文质兼
美、针对性强的文章。如学了朱自清的《背影》，可向学生介绍
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绿》等；这样，学生就会在不
知不觉中轻轻松松地接触到了不少名家名作，完成了课内向课外
的延伸阅读，且觉得乐趣无穷。最后，还可根据学生的爱好及个
性特点有针对性地个别指导。如作文语言平淡的学生可推荐《读
者》中的美文。这样可做到因材施教，学生也各有所获[1]。  

三、教给学生阅读方法，使学生善读 
首先是“精读”与“略读”并举。对于重要的书，如经典名

著，不在多而在精，有选择地读几本书效果反而好。但是我们也
必须看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仅用精读法是绝对不
行的，对于仅为开阔视野的内容，需要不求甚解地读――“略读”。
其次是“速读”与“跳读”同行。速读法即不发音、不辩读、不
转移视线，用尽量少的时间获取尽量多的住处并能正确理解文章
的一种阅读方法。跳读法就是不通读，有所舍弃，择其所需而读。
跳读是做到目光只扫描最关键的词句，无关的爱通抛开，只取所

需，以培养学生带着问题，迅速捕捉所需信息的能力[2]。这两种
方法并举可谓相互补充。  

四、培养学生阅读习惯，使学生坚持读 
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以写促读，以读促写，读写结合，对学

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的提高都有帮助。“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这才是阅读目标和归宿所在。其次，教育要养成会使
用工具书的习惯。“字典是不说话的老师”，学生能随时查阅字典，
就等于身边随时都有一位老师在辅导他。对于提高阅读速度，加
深理解文意大有裨益。再者，“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
知。”苏轼说的是读书要思考。鼓励学生既要读书，又要思考，
可以在书上圈、点、评、画，并摘录妙词佳句。  

五、检验学生阅读效果，使学生读有所获 
俗话说 “不动笔墨不读书”，一些学生读书的时候抱着看热

闹的心理，没有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取得读书的效果。真正的读
书应该要做到心到、口到、眼到、手到。将自己在读书时获得的
资料或感受记下来，这就需要写读书笔记。写好读书笔记是知识
积累的最好方法。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时，要指导学生在阅读时
根据内容分类记录文中的成语、名言、重点句子、描写生动优美
的语段等[3]。我通过设置一些启发性的思考题，使学生养成读书
动笔的良好习惯，指导学生写好读书笔记。如学生读《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要求完成如下问题：⑴试简要概述《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故事情节。⑵小说中最使你感动的情节是什么？。⑶你最佩服
保尔?柯察金什么样的性格？请说明理由。围绕以上问题指导学
生写读书笔记，可以促进学生有创意的阅读，提高阅读质量。教
师也可以以练习检测的形式来指导督促学生阅读名著。例如我们
可以通过下面练习检查学生阅读《西游记》的情况：《西游记》
中最具叛逆的人物是()；你最喜欢的人物是（ ），原因是（ ）；
最喜欢的情节是（ ），原因是（ ）；最不喜欢的人物是（ ），原
因是（ ）。练习检测不仅能督促学生认真阅读名著，还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  

六、结语 
总之，学生的课外阅读应及时得到教师的帮助、指点，让学

生走进广阔的书籍世界，探求知识，丰富思想，陶冶情操，尽情
的发展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可以及时体验发现的快乐、创造的快
乐，充分感受到阅读积累对于自身提高的作用，从而长久地保持
阅读兴趣，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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