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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具备一定的阅读水平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重

要要求，课外阅读作为学生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

核心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班级图书馆则为课外阅

读活动开拓出新途径。这既可以创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又可以

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习惯，提高其自主阅读的能力，给学生的

阅读行为带来了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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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的阅读水平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要求，
课外阅读作为学生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学生核心素

养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班级图书馆则为课外阅读活动

开拓出新途径，给学生的阅读行为带来了新的转变。

一、从“无书可读”到“以书为伴”的转变

《新课程标准》对于学生的课外阅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教师要定期给学生推荐优秀书目，以此来拓宽学生的视野，提

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水平。可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学生

的阅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班级图书馆的创建，正是为了改变

学生阅读的环境，让学生时刻感受到读书的氛围。
相对而言，班级图书馆资源获取渠道更加多样，既可以由

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向学校图书馆有针对性地借阅书籍， 又可

以由班主任号召学生发起捐集图书活动， 还可以根据各科教

师的推荐意见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统一购买。 班级图书馆的建

立拉近了学生和书的距离， 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书

的世界里。 班级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原来图书

角的功能，图书角也曾经承担过班级图书馆的部分功能，但图

书角还只是班级图书馆的雏形， 真正的班级图书馆则会为学

生带来更大的阅读意义。
二、从“课堂阅读”到“广泛阅读”的转变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
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 ”“加强对课外阅读

的指导，开展各种课外阅读活动，创造展示与交流的机会，营

造人人爱读书的良好氛围。”学生的课外阅读不应该是放任自

流的，而必须在教师的精心指导下进行。班级图书馆的建立则

为这种有效阅读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的阅读更加方便。
一方面，班级图书馆的图书都经过精心筛选。就语文方面

来说， 教师荐书首选是教育部推选的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优

秀书刊，另外还会根据课堂教学进行有效拓展，推荐相关的文

学书刊。同学之间也可以互相推荐优秀图书充实本班图书馆。
当然，教师也会根据学生的实际学情，推荐各种类型的书籍，
以发散学生的思维。另一方面，班级图书馆为开展阅读展示提

供了便捷。 以前很多读书活动，总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学

生的阅读处于一种过于散漫的状态。 班级图书馆则为同学们

的阅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让大家在一种“书非借不

能读也”的环境当中，积极主动地进行借阅阅读。 通过借阅阅

读，教师也可以随时了解到学生的阅读信息，掌握最近学生的

阅读方向。
有了班级图书馆，班级开展各种阅读活动就十分方便了，

教师可根据最近一段时间学生的阅读情况来确定各种形式的

活动内容，比如书友交流会、美文朗诵、讲故事、知识小竞赛、
好书推荐活动等。

三、从“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的转变

在传统的规定性阅读中， 学生的阅读处于一种被动的状

态，在教师和家长的高压下来给自己一个填鸭式的阅读，这让

很多学生对语文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要改变这种被动的阅读

状态，班级图书馆的创建是极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首先， 班级图书馆的运行方式为学生的主动阅读提供了

契机。班级图书馆的运行方式应该是学生自主管理，包含图书

的自主管理和借阅的自主管理， 教师仅是一个组织者、 服务

者。 这样的管理机制让学生的阅读行为选择有了更多的自由

空间，而学生的自主选择行为背后正是学生个性的体现，也只

有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前提下因势利导才能发挥出阅读活动的

最大效用。 其次，班级图书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阅读氛围。 当

下学生在校时间以课堂学习为主，课后更是充满“逃离”文字

的冲动。 但如果有效利用班级图书馆，课余时间不再有“放学

解放”的诱惑，自主选择不再有试卷考点的胁迫，同伴影响更

是大于教师、家长的说教，这自然会逐渐形成班级阅读氛围，
从而促进学生由“被动阅读”向“主动阅读”转变。第三，班级图

书馆有助于养成学生主动阅读的良好习惯。 班级图书馆不但

是为同学们提供阅读资源，而且要建立科学的流通制度。这就

使学生的阅读行为被予以制度化， 开始可能学生会把这当成

一种任务，但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习惯，把阅读当成学习和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动阅读习惯也就日渐养成。
总之， 班级图书馆的创建不仅是对先前图书角的丰富，

更是为学 生 提 供 了 一 个 自 主 阅 读 的 平 台， 与 之 相 伴 的 是 制

度化与主 动 性 相 结 合 的 阅 读 活 动， 最 终 培 养 出 学 生 良 好 的

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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