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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典名著引向农村学校深处

名著是经过岁月的打磨而沉淀下来的经典。阅读这些经典名著不仅能够

开阔的我们眼界，丰富知识，还能提高我们自身的修养。义务教育《新课程标

准》中明确的提出：七到九年级学生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得少于 260 万字。每一

学期必读名著两至三部，选读书籍也至少要达到四本。近年来很多省、市把名

著阅读列入了中考的范围，2020 年泸州市中考语文的名著阅读试题分值达到了

6分，考查的篇目涉及到《骆驼祥子》(七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八下）《简

爱》（九下）每个年级一本共三本名著。2021 年的分值则增加到了 7 分，考查

的是《红星照耀中国》里的三个主要人物，据估计往后还有增加分值的趋势。

由此可见，名著阅读俨然已成为语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的。据统计，我市名著阅读 6、7分的分值得分情况却只有 2分多，得分率仅

有 40%，形式是非常的严峻的。城区学校情况稍好些，农村学校的得分率则是

更低了，这不得不让我们农村语文教师深思，怎样能改变这种现状？在七年级

的下学期，我曾对我班学生（49 人）的文学名著拥有量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为仅 10人有《骆驼祥子》，15人家里有《海底两万里》，《创业史》《红

岩》《基地》《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几乎没人拥有，有的孩子甚至连书名都

不知道，更不要说去阅读了，可想而知，经典名著在农村学校是有多么的孤单

寂寞，怎样才能让它们摆脱这样尴尬的境地，把经典名著引向在农村学校的更

深处呢？

一、多种渠道，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1、趣味化导读，引发阅读原著的兴趣。

兴趣是学生深入研读名著的一块叩门砖，是否具备浓厚的阅读兴趣，决定了

学生能否持续、积极地阅读。教学中我尝试着采用了悬念式的导读法，即利用

名著的故事情节来设置巧妙的悬念，激发起学生的好奇心，让他们有阅读求知

的欲望。我个人认为悬念导读法有助于增强名著的吸引力，能引导学生将注意

力集中到作品上，让其在情感共鸣中主动去关注名著的内容、人物的性格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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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结局等。如《朝花夕拾》的导读中，我就处处设疑来引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导入时：我们学习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了解到鲁迅小时候有找蜈蚣，

按斑蝥，捕鸟等许多有趣的活动，你还想知道他更多的童年趣事吗？再如：长

妈妈只是一个又老又胖的保姆，一字不识，身上有爱切切察察，许多让人不耐

烦的规矩？为何大文豪的鲁迅对她从开始的极度讨厌到后来又深切的怀念呢？

在她身上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看《阿长与

山海经》，在这样的悬念中孩子们开始对这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了。于是后面

的导读教学就会顺理成章的进行下去了。

2、名著影视剧，跨界对照寻差异

纸质书籍、戏剧、电影、影视剧、评书、听读、连环画等哪一种阅读才是打

开名著的正确方式呢？我个人觉得跨界的阅读能够帮助孩子们体会到不同的艺

术形式在人物表现、情节设置等方面的特点，然后再立体化地去品评人物，能

加深对原著的理解，这样有助于他们客观地、多个角度地评价、分析原著。如

教学《红星照耀中国》时，就可以先播放一段《飞夺泸定桥》的视频，然后让

学生对照着原著，找找影视剧有了哪些改变，想象编剧为什么要这样改？你觉

得是原著好还是改编后的影视内容好？并阐明理由。假如你是导演，你要怎样

去导这个剧？一听说要当导演，顿时教室如同沸水开锅，满室都是讨论声争辩

声，人声鼎沸，这个说我要怎样突出红军的英勇，那个说我要给某个战士一个

特写镜头，还有人说我要采用蒙太奇的手法来表现，甚至还有学生为怎么更能

表现红军拼死夺桥是抱炸药趴在铁链上还是绑着手榴弹，手脚交错扭在铁链上

而争得面红耳赤，各自认为自己有理并以书为证。而学生就在这样细微的差异

对比中对原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就更愿意去阅读原著了。

3、美篇宣传，名著阅读有甜头

孩子们阅读时，老师则可以化身为摄影师，负责无缝 360度完美拍照，然后

再进行选择，编辑，记录美好，制作成美篇，学校、老师、家长、朋友圈都能

欣赏到他们认真阅读的最美的样子。一学期下来制作了有《阅读，越读，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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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行走的力量》等美篇。每一篇的阅读点击量都上千，关注人数在不

断攀升，粉丝是越来越多，孩子们在校里校外都露了脸，家长们也通过这样的

方式了解了孩子们在校的阅读情况，纷纷对他们的表现竖起了大拇指，因而孩

子的阅读兴趣更为浓厚。

4、趣味作业，让阅读绽放精彩

孩子们迷恋游戏，是因为充满挑战的活动最容易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而学生怕阅读名著、怕做作业、作业拖拉大都是因为不喜欢千篇一律的作

业形式。如果我们的名著阅读作业设计形式灵活多样，不走寻常路，为学生搭

建新的平台，必然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如阅读《西游记》时，篇幅较长，电视

剧版的内容孩子们也许都看过，叫阅读原著的话，孩子们一点都不赶兴趣，总

感觉似乎哪个故事情节都知道一些，但叫他们谈谈其中几个主要人物在某个具

体的事件中的性格特点，或结合原著评价某个人物，则全班同学大多都是蒙圈

的，于是我设计这样一个作业让学生完成，为什么说唐僧孙悟空都爱哭？请用

相关事实说明。一听悟空爱哭，教室里顿时炸锅了，这可颠覆了他们对孙大圣

的认知，在孩子们心中，那可是会腾云驾雾，有火眼金睛等七十二般变化，就

是个完美的英雄级别的典范，怎可能爱哭的呢？还有唐僧，与悟空一言不合就

念紧箍咒，有几个徒弟和白龙马的保护，连菩萨都暗中帮忙的唐僧爱哭？用孩

子们的话来说“这是逗我玩呢”。一时间教室里可就热闹万分，这个说“我今

天下午就去买《西游记》”，那个说“这个作业我可得好好翻翻书”，还有几

个已经在那边开始和同学争论起来了，认为老师是不是搞错了，更有甚者，什

么话也不多说，已拿出书开始翻阅验证了。这样有趣味性的名著作业让学生在

快乐的体验过程中高高兴兴的阅读原著了，进而提升综合素养。

二、评价式的个性化解读

1、开设名著阅读课。初中学生课程较多，任务繁重。单七年级就有语数外

政史地生七个科目，八年级加上物理，九年级还有化学。学生根本挤不出足够

的时间来翻阅厚厚的名著。再说每一本名著内容浩繁，阅读需要耗时较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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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也很慢，因此七年级上学期开始，除了课余时间，每周我专门用一节语文课

做学生的阅读课，要求学生在这节课上阅读本期必读的名著《朝花夕拾》，《西

游记》。这两本读完后在阅读其余四本选读书籍《湘行散记》《镜花缘》《白

洋淀纪事》《猎人笔记》。

2.制定阅读进度表。七上一学期下来，我发现一节阅读课学生也看不了多少页，

速度快点的能读过二十页左右，速度慢点、有时开会儿小差的就只能看过几页。

六本书要何时才能看完？这样的进度显然不行，因为名著的阅读主要是放在课

外的时间进行，但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加上学生对大部头

的作品都有畏难情绪，特别是我们农村学校的孩子，阅读习惯很差，如果没有

一个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要每个学生如期完成六本纷繁复杂的名著的阅读，

难度值太大，这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我改变了七上的做法，在七下教学中，

首先会和学生一起制订出切合实际的阅读计划，明确阅读任务，确定完成时间。

3 月份读完《骆驼祥子》;4月份读完《海底两万里》;5月份读完《长征》;6 月份

读完《飞向太空港》;7、8月份读完《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寂静的春天》。同

时在完成相应阅读计划的下个月初，，举行一次名著的专题检测，反馈阅读的

成果。

3、同读一本书。名著导读是语文阅读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展开多元化

的评价，有利于从理性的角度去审视名著教学的得与失，进一步提升名著的阅

读教学效率。于是我开展了“同读一本书”的活动，即在教师的安排下，将某

一个月作为“××名著阅读月”，让孩子们对这本书实施自评、师评、互评等

多种评价方式。教师可以按照评价的内容设置“名著阅读自评表”“名著阅读

师评表”“名著阅读互评表”等，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保证能够

读后有所得。每月评选一定数量的阅读之星，给予孩子们一点小小的奖励。孩

子们既读了书，增加了阅读量，还有奖励，精神物质层面都有了一定的收获，

他们也乐于配合这样的读书方式。

4、个性化读书。阅读不仅仅是看书那么简单，如果像看小说一样囫囵吞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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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内容，头脑里是什么映象也没有，对检测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要想学生对

名著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个性化的解读。例如针对文学作品的多重内涵，可

以试着改变学生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氛围来使学生对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因为

就算是同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与心情状态下阅读同一作品，也可能产生较大

的差异。这样既可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还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解读结果。于

是要尽可能多开展丰富个性化的读书方式：1、读书笔记，不能仅仅是摘抄原文

语段，必须要让孩子们用不同颜色的笔做批注赏析。2 思维导图，对整本书或章

节内容或人物形象做整体归纳整理。3、“名作重读”等活动，每一次阅读都有

新的体会或感受。其次可以将采取对名著的“续写改写”，如果学生对名著作

品中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个人物的结局感到不太满意，还可以鼓励他们大胆的进

行编写，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编写出合情

合理的改编情节或者人物的“后记”。只要有新意，均可留册。也可以采取“课

外延伸”这种形式，让学生的解读更具有个性。

名著是精神食粮，它能够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

界。作为一名农村语文老师，要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及途径，为学生搭建

阅读的交流平台，并激发他们强烈的阅读兴趣和激情，这样经典在农村学校才

不会感到孤单寂寞，我们还要挖掘出阅读的乐趣，让学生读名著成为一种时尚、

成为一种美的享受，才能向农村娃的更深处漫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