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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文学习的核心是语感，培养语感需要在大量的

反复的篇章阅读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放声诵读是培养语感的

首选方法，是学习语言的有效方法之一。教师要从经典诵读目

标的确立、内容的选择、措施的制定等方面，提升晨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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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用普通话流畅地朗读，恰当地

表达文本的思想感情和自己的阅读感受”。诵读法对于目前高

中语文教学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 经典

作品诵读也是提高语文晨读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确立经典诵读目标，增强晨读的方向感
经典诵读工作要致力于弘扬优秀文化、启迪学生智慧、丰

富情感世界，要让学生去体味、感悟人生哲理、陶冶情操、砥砺

心志，从而受到优秀文化传统的滋养，在诵读中明事理、在活

动中出内化、在践行中出成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通过经典

诵读，激发学生求学正能量，让传统美德根植于学生的心灵，
从而进一步丰富学校德育内容， 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公

民道德建设， 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一是要利用中学阶段黄金时间广泛诵读文学经典，拓展学

生的阅读范围，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增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思维能力。 二是要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提高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质，培养学生的读书兴趣，增加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

素养，力求把优秀的文化基因根植于学生的心灵，为学生终生

学习奠基，为学生全面发展铺路。
二、确立经典诵读内容，避免晨读的随意性
我们力求把经典诵读工程打造成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成为滋养学生心灵的文化养分，努力引领学生走进经

典，亲近名著，提升阅读品位。并确定了如下内容：一是课本内

容，教师帮助学生进行有效梳理，形成系列化的诵读教材，对

于学生理解课文，进一步内化成语文素养，外化为写作中的主

要素材，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二是国学经典，主要是《论

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经典，了解儒、墨、道、法各

家的经典著作、主要人物、主要观点，引导学生走进经典、品味

经典，主动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三是高考作文，
教师对高考优秀作文进行收集、整理，分类、归纳，编写议论文

写作素材，有事例、有名言、有哲理短思，激发学生巧用素材的

能力，努力提升学生议论文写作的水平。
三、制订经典诵读措施，提升晨读的效率
语文组常态性开展各种诵读活动，使之成为创设“学习型

年段”的亮点和突破，使之成为学校创设“书香校园”的强大引

擎，同时建立评价机制，充分调动学生诵读的积极性，把诵读

工作引向深入。
1.营造氛围，形成期待。 经典诵读是一项长期工程，营造

浓浓的悦读氛围，形成悦读期待，对于提升诵读质量、形成诵

读效益具有关键作用。学校要求各班开辟“古诗文园地”专栏，
将古诗文上墙、上板报，便于全体学生随时背诵。同时，引导学

生向大觉山广播站报道本班经典诵读活动情况， 发表诵读体

会，通报诵读成果等。
2.播放视频，直观感悟。 各班利用多媒体设备，在晨读时

播放名家品读经典的视频，可以是鉴赏一首诗歌，可以是品读

一篇美文，可以是介绍一位作家。语文组向学生推荐优秀文学

视频，每个视频控制在 20 分钟左右。 在视频的选择上古今中

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
《元曲》都有一定数量的代表。我们也关注时政热点，安排一定

量的社会时政热点评说，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努力做

到古今中外并包，诗词曲赋兼容。
3.摘录笔记，深化记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 语文教师

要引导学生做好读书笔记，通过摘录优美片段、精彩语段，加

深诵读印象。读书笔记便于携带，易于复习，可以强化，通过反

复诵读，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每个学生每天做 300 字左右的

读书笔记，以备课组统一规定的语文诵读内容为主，各班语文

科代表负责检查和督促。
4.作文竞赛，引领竞争。 作文是学生语文素养的集中体

现，开展作文竞赛既有利于发现人才，又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

良性竞争。通过竞赛，树立典型，通过典型，引领写作，形成“以

赛促读，以读促写”写作氛围。 语文组也尝试着将学生优秀作

文打印成电子稿， 利用多媒体投影， 在学生当中进行宣传展

示。 一旦条件成熟，把学生优秀习作进行汇编，作为“书香校

园”建设的成果之一。
5.评选活动，鼓励先进。 语文诵读活动贵在坚持，难在坚

持，成在坚持。为了保证活动的持续进行，在学生当中开展“诵

读之星”评选活动尤其重要。通过评选活动，树立典型，用身边

的榜样示范引领，形成诵读活动的持续机制。
6.课堂教学，无缝对接。 语文课堂是进行诵读活动的主阵

地，教师要把课内诵读和课外诵读链接起来，通过课内指导促

进课外的诵读；通过课外诵读反作用于课内教学。 因此，要求

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语文课堂， 将课本中的经典篇目作为

教学的重点。 利用阅读课，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引导学生寻找

经典诗词或美文背后的故事。 把语文教学和诵读活动进行对

接，追求诵读效益的最大化。
总之，经典诵读活动对于丰富学校德育内容，加强学生思

想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2003：1.
[2]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谷会巧]

学周刊
LEARNING WEEKLY 阅读写作Apr.2019

Vol.11
2019 年 4 月

第 11 期

1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