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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课外阅读与课内阅读的结合教学

——课外阅读与语文教学
钟秋慧

海南省东方市琼西中学　海南　东方　572600

摘　要：课外阅读与语文教学均是提高语文素养的方式，课外阅读与课内教学相整合，可以系统有序的利用教学资源，更要

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文章从课外阅读与文言文阅读教学、现代文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相结合三个角度浅谈了两者结合的

一些方法，以课内教学启发课外阅读，以课外阅读提升课内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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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

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语文更是要求提高学生的语

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

探究能力。而无论是审美能力或是探究能力的培养，都离不

开阅读这一基础，阅读是理解与运用的前提。虽然一直以来，

语文教学都在强调阅读的重要性，但是因为种种因素，很少

教师与学生对此有足够的重视。2014 年，教育部印发《完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规划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根据不同学段，提出了不

同的要求，但是其目的都是有序的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在这点基础上，近几年的高考加入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元

素，无论是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亦或是对传统文化现状

的反思与改善的措施，都是对学生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传统文化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仅仅是

依靠语文课堂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已经不足，学生必

须依靠大量的课外阅读来“补充能量”。而在繁忙的语文教学

中，如何有效的进行课外阅读，使学生真的可以有所收获，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课外阅读的现状分析

课外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前却是

难以实践的。首先，课外阅读的成本是学生难以支付或不

愿支付的，在许多农村地区，课外书是很难购买到的，对

这部分学生而言，课外阅读难以实践的，此外，有的学生

则是不愿付出时间成本，认为花时间阅读的成果远不如做练

习，此类的学生纵使有很多的资源，也很难做到坚持课外阅

读。其次，在高年级要求课外阅读，这需要学生已经具备一

定的阅读能力，以及已经形成较良好的阅读习惯。高中的课

程本已十分的繁重，学生难以从中挤出阅读的时间，再加上

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或者根本没有阅读的意识，这项工作

便难以开展。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电子产品都具有了

阅读的功能，这表明学生可以在闲暇时间自由地阅读，并且

网络上丰富的内容，更是给学生提供了许多阅读选择。再加

上教师的引导，课外进行阅读已经逐渐成为学生生活中的一

部分。

课外阅读可以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分析探究能

力，而这些能力都是语文教学中极为强调的部分，将课外阅

读与语文阅读教学相结合，可以更有序、更系统运用教学

资源。

二、课外阅读与语文阅读教学相结合

（一）课外阅读与文言文阅读教学相结合

在高中语文的学习中，很多内容都是文言文，文言文的

学习对于学生来说，具有很高的难度，学生没有兴趣，很难

学好文言文。因此，必修一的文言文更偏向于情节性很强的

叙事类文章（《烛之武退秦师》《鸿门宴》等），这也是为了激

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阅读作为学习的基础，首先在阅

读上就要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教师在进行课内文言文

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去阅读与课本内有关的小故事或是

相关的知识，这不仅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无形中也加深了

传统文化的理解。

例如在《鸿门宴》中提到：“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

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在中国古代，等级森严，

尊卑有别，这在座次中就有体现，学生在学习文言文之前，

教师可以寻找相关的资料或是让学生自行去阅读、探究古

人的座次文化，这样不仅在教学时更为便利，也使得学生对

此印象深刻。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言文中都有体现，每一篇

文言文都可以让学生学习到新的内容，在《荆轲刺秦王》中

“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高渐离击筑，荆轲和

而歌，为变徵之声”，其中可以学习古代礼仪、古代音乐中的

五音；在《孔雀东南飞》中学习古代的计时法等。

传统文化常识在高考中是一个重要的考点，内容繁复，

如果仅仅依靠高三的复习来巩固，难有良效，因此，将其渗

透在各篇文言文中，当成课外阅读的内容，又在教学中检测，

使学生感受其趣味性与重要性，将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课外阅读与现代文阅读教学相结合

在高中的课程设置中，很多教师都偏向于文言文的教学，

只因文言文是高考的重要考点，并且与现今的语言习惯有很

大的不同，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但是文言文的学习毕竟

只是高中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现代文的学

习，并且现代文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得更加广泛，因此现代文

的阅读、理解、分析能力也是学生能力培养的重点，在文言

文教学已经占据高中语文教学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就必须依

靠课外阅读来弥补现代文教学的不足。

人教版高中的现代文，涉及到的内容很多，有散文、诗

歌、小说、戏剧、新闻等，丰富的题材是为了让学生接触更

多的内容，而教师在有限的教学实践中，教师更注重的是阅

读方法的引导、讲解，选择适当的文章做范例，而没有当成



2021　2　新时代教育·教学探讨64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重点教学示例的内容便可当作是课外阅读的读本，在教学的

基础上补充阅读的内容。

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

过程。

首先，先让学生有足够的阅读量。阅读是一种实践活动，

阅读能力的培养必须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才能完成。因此，在

教学之余，可以鼓励学生分享阅读。将自己阅读的内容分享

给其他人，即可以学习阅读的内容，又可以培养语言表达的

能力，而分享这一举动，也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使命感，不会

产生“不读书也无人发觉”的心理。

其次，让学生学会分析文章。基于高考的要求，教学中

更多会以小说、散文作为教学的范例，而这两者也是大多数

学生喜欢的体裁。当学生具有了一定的阅读量，对其中故事

情节、人物形象、作者态度都会具备粗略的感知，在这基础

上，教师只要稍加引导，学生就可以自己尝试总结。而有了

课堂上教师的示范，学生在阅读的时候，也可以自行地梳理

情节、分析形象、探究作者的思想态度。课外阅读与语文教

学相辅相成，学生的阅读能力也将渐渐增长。

（三）课外阅读与诗歌阅读教学相结合

总所周知，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瑰宝，唐诗更是将中

国传统文学带入一个无可匹及的高峰，在高中必修课本中，

诗歌与文言文一样，都设置了独立的单元，可见其在语文教

学中的地位。而与一般的阅读不一样，诗歌注重“读”，即有

声的朗读，这对理解诗歌有莫大的好处，在课外阅读中，这

一点也不可忽略。

诗歌阅读，从“读”开始。教师可以让学生在上课的前

三分钟，进行个人的朗读表演时间，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

上课都会由当日的朗读者挑选任何一首自己喜欢的诗歌，在

班级里大声的、有感情的朗读。这样的练习，可以给学生营

造诗歌学习的氛围，也可以逐渐培养学生的语感，从朗读中

练习诗歌。

第二阶段，诗歌阅读要有“声”有“色”。在这一阶段，

朗读者除了要有声音地朗读诗歌外，还有将诗歌中蕴含的故

事、情感等与同学一起分享，尽量将这首诗的色彩完整地呈

现出来，在这一阶段，学生对诗歌就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

还要查阅相关资料，细致准备。

第三阶段，用课外阅读的方法解决课内阅读。当学生已

经学会如何去赏析一首诗歌时，那么课内的诗歌阅读就可以

成为一篇很好的范例，教师在课堂内，只要对诗歌的手法技

巧、诗人的身世背景或是学生难以完成的地方加以点拨即可。

三、结语

无论是语文教学还是课外阅读，其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学

生的语文素养，使他们得以更好的发展，学生在课堂上学习

的知识，也要运用到生活中才会显得有意义。而要提高语文

教学的质量，大量的课外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它既是教学的

基础，也是教学的实践，将课外阅读与语文教学相结合，不

仅丰富了语文教学内容，也将启发更广阔的语文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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