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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诵读国学经典，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语
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以经典诵读为切入点，以身作则，重视课
堂诵读积累,注重诵读感悟，以读促写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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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提出“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理念，同时也

强调指出要使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

智慧”。 一个人语文素养的高低，关键在于个人对语文积淀的

程度。只有语文积淀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在人身上形成一种富

有个性的文化底蕴，而积淀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广泛诵读积累。
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广泛诵读积累时， 应该激励学生对国学

经典中一些优美的词句、精彩的段落或篇目反复吟诵，尽情享

受诵读带来的快乐，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
一、以身作则，润泽心灵
教师的言行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想要和学生一

起谈古论今，激扬文字，教师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万万不行

的。 教师教给学生一碗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语文学科的

工具性和综合性决定了它有“超学科”的特点，语文教学内容

几乎涉及所有知识领域， 这既给语文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和题材，又对语文教师的文化知识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拥有

了经典文化沉淀，就可以在语文教学中信手拈来、旁征博引，
让语文课堂充满文学气息， 在激发学生对教师的崇拜和满足

学生求知欲的同时，让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对国学经典产

生浓厚兴趣。
教师自身除了要有渊博的经典文化知识外， 还要掌握一

定的诵读技巧。 通过积极模仿名家朗诵和参与丰富多彩的诵

读活动来提升自己的水平。 教学时，在范读课文前，应对课文

内容、感情、体裁、风格等做细致的分析，依据“因文定调”“依

情赋声”的原则确定文章的朗读基调，以情真意切、极具感染

力的诵读打动学生的内心，润泽学生的心灵，让学生打心眼里

喜欢诵读，进而养成诵读积累的好习惯。
二、重视课堂诵读积累，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为了让国学经典真正植入学生的生命， 成为影响学生一

生的文化血液， 我校把经典文化的传承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课堂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学教育和

校园文化建设的纽带。
（一）充分利用课前三分钟进行诵读积累，提升学生语文

素养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可见诵读在学习中起着

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课前三分钟诵读不仅能够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还能养成学生经典诵读的习

惯。 只有反复诵读，对文章达到“熟读成诵”的地步，才能在经

典美文的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方面达到一种“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的境界。
（二）重视课堂诵读训练，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低段学生“正确、流畅、有感情地朗

读”，朗读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范读、
让学生个别读、分角色读、男女读、分组读等方法让学生反复

朗读，使学生在力求当堂背诵中领悟到语气之别，语言之美，
陶冶情操，提高审美情趣，激发学习兴趣，循序渐进地提升学

生的语文素养。
（三）在课堂教学环节中适时进行诵读比较，提升学生语

文素养

在课堂导入环节中创设情境， 引用与课文相关的典故诗

文、名言警句、诗词文赋、传说故事等，铺垫蓄势导入新课，激

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兴趣。如在学习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时，
从背诵熟悉的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导入。 在拓展升华的环

节进行诵读比较，如在学习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时，可以和苏

轼的《喜雨亭记》进行比较，学习作者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
三、重视课外诵读积累，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利用每周一的班会， 限时 15 分钟让学生诵读 《三字经》

《千字文》《论语》等，培养学生良好的诵读习惯。每天利用校园

广播早、中、晚诵读国学经典，让学生沉浸在浓厚的经典文化

氛围里。通过长期的诵读“灌耳音”，让学生在有意或无意的听

诵中受到熏陶，得到感染，成熟心智，明辨是非，懂得善恶与美

丑。 开设兴趣小组诗歌朗诵课，组织学生进行朗诵训练，如在

对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岳 飞《满 江 红》、汪 国 真《热 爱 生 命》
《跨越自己》等经典美文的朗诵中，让他们更加自信和励志，热

爱诵读积累，养成良好的诵读积累习惯，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语

文素养。
四、注重诵读感悟，以读促写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写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它们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教师应在诵读的基础上搭建平

台，引导学生以读促写，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教师平时可以让

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将课本中所学的诗改写成一个个小

故事或写一些诵读体会。国学经典中的名言警句、优美段落不

断地在诵读中被吸收和积累，这样由读到写，以读促写，读写

相结合，将想象到的情境和感受到的情感诉诸笔端，能让诵读

积累的内容更有效。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经典诵读犹如一道靓丽的风

景，为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了一片生机和活力，让我们在重视

经典诵读积累的同时，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充满激情的美好

情怀，健全学生的人格魅力，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

与文化底蕴，最终达到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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