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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績的高低與是否重視課外閱讀有很

大關係。實踐證明，語文成績優秀的學

是一些專家經過千挑萬選才選中的好文章，極

具代表性，或是優秀的古代名篇，或是精美的

時文，有的側重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有的側

重對學生知識面的拓展。充分利用現有的這些

資源進行閱讀，不失為既省時又省力的好辦法。

況且有云“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學生反覆閱

讀教材後對於理解教材內容也很有好處，可減輕

老師的講解負擔，從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利用晨讀時間進行閱讀

	 建議每天早晨第一節課前半個小時為晨讀時

間。切忌流於形式，讓學生放任自流，而要

講究實效。老師對此在前一天就要做好充分

準備，把第二天的晨讀材料安排好。這裡建議

同年級組的老師要密切配合，相互合作，每人

準備一天或一週的閱讀材料，輪流去做，這樣

既能集中眾人的智慧又能減輕每個人的負擔。

閱讀的材料可來自方方面面，可以是選修教材

的篇章，也可是一些課外資料。比如教師可按

照不同的主題，像立志篇、勤奮篇、奉獻篇、

信念篇、愛國篇、氣節篇、謙遜篇、誠實篇、

親情篇、友情篇、自然山水篇等等搜集材料，

對閱讀教學的
一點看法 文．錢淑蘭

生往往是閱讀廣泛的學生。常言說得好：“熟讀

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讀書破萬

卷，下筆如有神”，說明閱讀對寫作有著至關重

要的作用。現代文學家鄒韜奮說道：“我所看到

的書當然是不能都背誦得出來的，看過了就好像

和它分了手，但是當我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只

要用得著的任何文句或故事，它竟會突然出現於

我的腦際；用不著它的時候，它在我的腦子裡毫

無蹤影。”如果我們能經常翻閱報紙，閱讀高品

質的雜誌，吃掉若干本好書，欣賞一些精彩的篇

章，既可以感受時代脈搏，接受新思想，又可以

吸收好的辭彙、精彩的語句和段落，學習多種寫

作技法，到用時就會得心應手，從容自如。

那麼，閱讀教學應該如何開展呢？筆者以自己

的教學實踐而言，曾嘗試以下做法：

 1.	 利用上課的時間展開閱讀	

	 語文老師在講解課文的時候，大多重講解輕閱

讀，這是一個誤區。語文課本所選錄的範文都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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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發給學生，也可是報紙雜誌上的一些精美文

章，還可以是學生的優秀作文，包括我們自己

學生寫的好文章都可以印發給學生。這些很實

用、與學生生活很貼近的篇章，不但易於激發

學生的閱讀興趣，而且讀多了，積累多了，對

學生的寫作也會潛移默化產生積極影響。

3.  建議每週上一節閱讀課

	 學生可按照自己的閱讀興趣自選材料，內容不

作統一要求，唯一的標準就是內容積極健康。

通過大量閱讀，不僅可拓展學生的知識面，積

累寫作素材，還可以提高學生的語言感受力。

語感增強了，閱讀能力自然就提高了。同時，

在閱讀課上教師要提醒學生做好讀書筆記，可

以摘抄精彩的語句段落，也可以抒發自己的讀

書感悟，從而避免學生讀書時心不在焉，走馬

觀花，或是產生獵奇心理，同時還能積累材

料，為寫作和讀書報告會做準備。

4.  利用假期進行長篇閱讀

	 學生的寒暑假都在二十幾天到一個月的時間，

期間學生幾乎沒有什麼課業負擔，堪稱閱讀的

大好時機。教師可推薦給學生在每個假期讀一

至兩部長篇名著，像中國古代四大名著，高中

生必讀的十大名著等等。台灣的陳占卿老師把

中學階段課外閱讀的書籍分為十二類：本國名

人傳記、外國名人傳記、中國文學名著、外國

文學名著、歷史故事、古今名人書信、社會科

學論著、自然科學論著、學術思想性論著、名

人劄記、古今名人言論、其他學科論著。從每

一類中都可選擇有代表性的作品去讀，堅持經

常，語文水準自然會慢慢提高。

5.  定期舉行讀書報告會

	 規模不宜過大，因為規模越小，學生發言的機

會越多，學生的參與性越強，學生參加的積極

性也就越高。建議主要以班級為單位，每兩週

或三週舉行一次，也可視具體情況而定。學生

輪流發言或抽籤決定，盡量讓每個學生都有參

與的機會。這既是對閱讀成果的檢查，也是對

閱讀活動的促進。為了擴大影響，增強競爭意

識，也可在每學期末舉行全年級組乃至全校規

模的讀書報告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