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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高中语文课堂“阅读力”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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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本课题以提升学生的“阅读力”为最终目的，研究集中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希望通过

阅读教学的观念、内容、形式等探讨，找到一系列提升学生“阅读力”的方法，并总结经验，

构建一套或几套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开发提高学生“阅读力”的校本课程。具体内容

如下： 

（1）梳理与“阅读力”的相关的基本要素。 

所谓的“阅读力”，不同于“阅读能力”，更多地指向学生自己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

包括自主选择书籍、阅读书籍、运用书籍的长远发展目标。 

（2）探索在课堂上提高学生“阅读力”的基本模式。 

    课堂是语文教师的阵地，如何在包括语文必修课课堂、选修课课堂以及校本选修课课堂

提高学生的阅读力，使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培养并提升自己的阅读力。如： 

如何在必修课课堂上，突破单篇阅读、选文阅读的限制，让学生的阅读能由此及彼，构

建起阅读的链接。 

如何在选修课本的课堂教学上，通过何种方式激发起学生阅读兴趣，让阅读从广泛走向

深入，构建起自己的阅读方向。 

    如何在校本选修课课堂教学上，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让学生找到自己的倾情的领域，

进行研究性阅读，为学生的终身阅读奠定基础。 

（3）探索提升学生“阅读思维”的途径。 

面对不同的文本特征的阅读材料，运用不同的阅读策略，读快、读透、读深、读出自我、

读出感悟、读写结合；面对碎片化、网络化的阅读环境，帮助学生突破阅读惰性，形成有自

己独特品味、独到方法、独立精神的阅读素养。 

本课题通过课堂的教学实践，探索在语文课堂提高学生阅读力的方式方法，总结出模式、

开发出课程。并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对学生进行跟踪调查，对比教学效果，进而形成论文，

研究报告等成果。所以本课题采用文献法、行动研究法、调查法等研究方法。 

 

二.结论与对策 

      1.“阅读力”概念的界定。 

本课题所言的“阅读力”包含阅读能力、阅读习惯、阅读兴趣三个方面。 

所谓的阅读能力有两个方面，其一对特定阅读材料的阅读速度与搜索、判断、提取信息

以及内容理解的准度；其二，根据某一阅读材料，搜索相关信息的能力，即构建自己的信息

网的能力。这一点在网络盛行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突破网络链接限制，有想法、有自

信，不盲从。 

阅读习惯，包括选择阅读的习惯，即在日益丰富的娱乐媒体中，习惯性选择阅读； 

阅读中的良好习惯，如区别于断片式阅读和消遣性阅读的投入式阅读等。阅读兴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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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阅读的广度，阅读的精度以及在硬性规定下实现终身阅读。 

    2.旨在拓宽阅读视野、加大阅读量的两种阅读模式：链接式阅读模式与主题体阅读教学模

式。 

        链接式阅读：教师通过自主阅读，提升自己的阅读量，并对阅读材料进行梳理，从而整

理出适合每一节课课后阅读的材料，从而为学生提供阅读链接书目。这样可以给学生以阅读

的方向，提升学生的阅读量，并进而把设计拓展阅读材料的思路告诉学生，从而传授给学生

今后自主设计阅读系列的方法，为提升学生的阅读力打下基础； 

        主题阅读教学模式：教师根据学生的兴趣，依据新闻时事和热点文化主题，选择合适的

话题，围绕此话题将新闻、阅读题、视频、拓展材料、经典阅读、写作等材料整合，在不舍

弃基础、读、写等题型练习的基础上，用话题引导学生认识的深入，带动学生素材的积累，

并随着话题的增加，让学生找到自己的“真爱”的领域进一步加深阅读难度与深度，建立了

自己的资料库，阅读库，实现“个性化阅读”。 

      3.旨在提高学生文本阅读能力、培养阅读思维的尝试：“阅读力”的思维问题 

        “阅读力”的培养不仅仅建立在“量”的基础上，更要有“法”——重在课堂阅读教学

中注重思维的提升，在课堂教学中，要解决“思维惰性”，提供“思维范式”，培养“辨析习

惯”，明确“思维路径”。“阅读力”的思维问题，基于学生对文本的解读能力，是向文本内

部挖掘的方法。 

        4.现行选修课本的教学的阅读汇报模式 

所谓“阅读汇报”模式，即教师在学生兴趣的基础上，整合课本资源，根据作者、流

派、思想等不同的维度，梳理出诸多专题，并在各个专题中从宏观上提出思考问题，让学生

通过自主搜集阅读材料，对问题进行思考、交流，进而在课堂上进行汇报。“阅读汇报模式”

对学生形成“阅读链”有很大的作用，如《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杜甫的诗歌《蜀相》、

《阁夜》、《旅夜书怀》整合在一起，结合必修 3 中的《杜甫诗三首》，让学生探讨杜甫之所

以被称为“诗圣”的原因。在一周时间里，学生深入阅读了杜甫的其他代表诗作，对比阅读

了《新唐书》与《旧唐书》的《杜甫传》，并广泛阅读了张炜的《也说李白和杜甫》、冯至《杜

甫传》、还珠楼主《杜甫传》等作品，在课堂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

而此次“阅读汇报”的“副产品”则是有的学生对北宋黄庭坚等“江西诗派”学杜产生了研

究兴趣，有的学生对读名人传记产生了阅读冲动，有学生则读起来张炜、冯至、还珠楼主等

人的其他作品。 

        5.精品校本选修课的开发与“课题小组”模式 

校本选修课，能拓宽学生的阅读面，更因其灵活的课堂形式，对提高学生的“阅读力”

有着重要的作用。本课题在实施过程中开发校本选修课多门，如文学家传记选讲、跟金庸学

传统文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讲、经典阅读等。在校本选修课的开发上，秉持以下几个原

则：第一，提升性，如《文学家传记选讲》校本课程要为那些在语文学习过程中，不满足于

了解作家的人生履历、创作概况、政治思想等浅层的公式化定评的同学。这些同学希望通过

教师的引领，去认识课文或者著作背后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作者，与作者成为心灵相通的朋友，

进而能够与之进行对话，进行心灵的沟通，对作者的作品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与探讨；第二，

多样化，课程的开发充分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不囿于“名著”，既有“经典阅读”，也有武

侠小说，结合本校学生少数民族的身份设计课程；第三，学生主体性，实施前调查学生的阅

读兴趣，实施中“课题小组”作为主体，是制定阅读计划、汇报阅读成果、构建拓展链接的

主体，有足够的时间展示自我。而教师更多是作为引领者，确定学习的目标，确定讨论的方

向，必要时对学生进行点拨。总之，这些选修课涉及阅读力的不同方面，对拓宽学生的阅读

视野、加深学生的阅读量、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都有很大的作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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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课程也被学校评为优秀校本课程。 

三、成果与影响 
1.论文： 

《阅读课上的思维重任》，《语文建设》（核心期刊）2015.2，唯一作者 

    本文认为阅读力的培养要有“法”的指导，尤其是阅读思维的指导。教师在阅读教学中

解决思维惰性、提供思维范式、培养阅读习惯、明确思维路径等。本论文被下载 151 次，被

多篇博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引用或列为参考文献。 

《“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语文教学之友》2015.5，唯一作者 

    本文认为，语文课程一定要守住语言、据于文本，进而提升学生审美能力、阅读能力和

思想高度。本论文被多篇博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引用或列为参考文献。 

《在语文课程中凸显民族文化张力》，《北京教育（普教版）》2013.6，第二作者。 

     本文挖掘语文课程中阅读的“美”，欣赏不同形式、特点的文本“美”，实现从“各美”

到“共美”。 

 

2.获奖论文 

从“阅读能力”到“阅读力”，北京市三等奖，2012.9  

回归“知人论世”的本源，海淀区三等奖，2013.7 

构建具有文化张力的“共美”语文课程，北京市三等奖，2013.10 

3.研究课例 

《咬文嚼字》获“一师一优课”活动“省优” 

    本课的设计，从细读文本的角度培养学生的阅读力，体味一字传情的妙处。本课中学生

的发言精到、精彩，对名著的熟悉程度令人欣喜，是学生阅读积累的成果，是贯彻“阅读力”

培养的成果。并由本课的学习，拓展到朱光潜的《谈美》等文艺随笔的阅读。 

 

4.开设选修课 

（1）周明鉴：文学家传记选讲——海淀区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评选三等奖。 

《文学家传记选讲》校本课程要为那些在语文学习过程中，不满足于了解作家的人生履历、创作概况、

政治思想等浅层的公式化定评的同学。这些同学希望通过教师的引领，去认识课文或者著作背后那一个个

活生生的作者，与作者成为心灵相通的朋友，进而能够与之进行对话，进行心灵的沟通，对作者的作品进

行更深刻的思考与探讨。 

课程主要是从现行的语文教材所涉及的作家中选取重要文学家，诸如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屈原、司马迁、

陶渊明、李白、杜甫、柳永、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关汉卿等；中国现当代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

巴金、老舍、曹禺等；外国文学家巴尔扎克、契诃夫、海明威等等。对各位作家传记进行讲解、提供给学

生辅助阅读材料、并从迁移阅读和思考探讨这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能力的拓展。对于从属于不同时代、不

同国别的文学家，选取的材料也各应有侧重。 

在《文学家传记选讲》校本课程中，要使学生掌握“知人论世”的真正含义，使学生能够建立读者与

作者的沟通与对话，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目标，使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能对浩如烟海的书籍进行选择、识读、理解、

消化和运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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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明鉴：跟金庸学传统文化文化——民大附中精品选修课 

本课程旨在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并锻炼学生的长文阅读能力及阅读中的审美鉴赏。学生在通读金庸

小说作品过程中，体会金庸小说中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进而对小说涉及的儒家、墨家、

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经典建立兴趣，进而阅读；对中国东西南北不同的文化风貌，不同朝代、不同历史

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进行解读，进而延伸阅读；精读经典段落的过程中，从小处着眼，展示金庸

小说中所涉及的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引导学生对作品中涉及到了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

类的深入了解和阅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书法、棋艺等。 

 （3）周明鉴  孙文婷：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读——民大附中精品选修课 

    本课程的开设旨在让学生了解，熟悉现当代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

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在读其文，识其人的基础上，通过品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体味其中民族文化

因素，提高自己的民族荣誉感，认同感；吸取其中的优秀民族文学因子，为自己的写作创新提供方法借鉴。 

在悠久的历史上，涌现出诸如元好问、李贽、曹雪芹、蒲松龄、纳兰性德等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而

上个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汉文文学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老舍、

沈从文、白先勇、叶广岑、赵玫、张承志、陈村、霍达、陆地、鬼子、阿来、扎西达娃、乌热尔图等等，

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领域创作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在把少数民族文学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和

高度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学贡献了力量。这些作家的作品比起汉族的很多作家作品，有着独特的风采。作

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体及其自身民族文化的代言人，作家的民族性是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动

因。他们的作品中有对民族风情的描绘，有对民族文化的依恋，有民族精神的内涵的独特解读，也包含着

对异质文化本能而虔诚地恪守自我，抵御干扰，竭力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属性的深刻思考。 

四、改进与完善 
1.教师“阅读力”提升与阅读教学改进 

在课题进行中，发现要提升学生的阅读力，教师首先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因而，

教师“阅读力”提升是中学生阅读力提升的重要基础，教师要能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合理选题，

从纷繁芜杂的材料中搜寻有意义的“语料”，找到提纲挈领的“纲”和“领”，并引导学生思维的

提升和思考的深入。 

    尤其语文阅读课程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进，整本书阅读、专题阅读等教学组织形式应运而

生，并表现出独特的优势的背景下。新的阅读教学组织形式对教师的“阅读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整本书阅读、专题阅读等阅读教学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单篇教学，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

站在更高的层次，合理选题、合理选材、建立联系；要跳出知识传授的“套路”，给学生以阅读

方法的指导、思维路径的示范。这就对教师阅读量、阅读视野、阅读方法、文本解读能力、知识

链接能力提出了跟高的要求。本项目中，把这些要素通称为“阅读力”。 

  然而，教师“阅读力”现状堪忧：长期在一线埋头于“应试”的老师们，虽然有阅读的兴

趣和习惯，却常常困居于备课、改作业等日常事物中，阅读量小；青年教师大都取得硕士、博士

学位，毕业前有固定的研究方向，这固然是走向专题教学的优势，但阅读的专业化、阅读视野的

有限性，也是制约其灵活选择阅读材料的地方。因而，为了适应阅读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教师

应在阅读上“补课”。 

教师“阅读力”的提升需要专家引领，更需要集体的氛围。教师阅读读什么、怎么读，都是

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而，与其让教师自己“摸爬滚打”，不如请专家为教师“量身定制”书

单，书单里既有必读书目，也有教师的个性化阅读书目；请专家做文本解读的示范，提供思路与

方法，带来思考与提升。而通过集体教研的方式，通过各种阅读交流活动的组织，能让教师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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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力”提升之路不懈怠，不孤独，不狭隘。 

2.结合整本书阅读，思考“阅读力”的提升 

在本课题的研究进行中，整本书阅读教学成为语文教学的新内容。本课题也在这方面进行了

一些尝试。主要的思考如下： 

其一，整本书阅读要有明显的学段梯度。所谓的学段梯度，不只是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

要有不同的阅读书目，更是指同一本书，在不同的学段有不同的读法、不同的要求。如作为一部

艺术水平较高的“红色经典”，《红岩》被列入初中、高中的“经典阅读篇目”。那么，“高中阶段”

的《红岩》阅读与初中阶段相比，就应该体现出其“高中特质”。 

其二，整本书阅读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注重完整性和“法”的指导。在  20  世纪  40  年

代叶圣陶先生言：“在中学阶段内虽然只能读有限的几本书，但是那几本书是真正专心去读的，

这就养成了读书的能力；凭这能力，就可以随时随地读其他的书以及单篇短章。并且，经常拿在

手里的是整本的书，不是几百言几千言的单篇短章，这么习惯了，遇见其他的书也就不至于忘而

却步。还有，读整部的书，不但可以练习精读，同时又可以练习速读。”“读整本的书”对于培养

读书能力，掌握读书方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不同的文学经典作品有着不同的艺术特质，在文体、内容、思想、艺术等方面均呈现

出各自的特色，因而也就对应着不同的阅读方法。所以《红楼梦》、《论语》、《红岩》等作品，都

为“某一类”作品的阅读提供了方法的指导和能力的培养。 

其三，所选的“某一本”应该为学生构建“阅读网络”的能力服务。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碎片化阅读，过度依赖搜索引擎的推荐和链接功能，这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学生的思维惰性，继而是思辨力和创新能力的下降。因而，语文课程中培养学生自主

构建“阅读链接”的能力就很重要。 

构建“阅读网络”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用实例进行引导，如可以在必修课课堂上的单篇阅

读教学中，教师通过自主阅读，提升自己的阅读量，并对阅读材料进行梳理，从而整理出适合每

一节课课后阅读的材料，从而为学生提供阅读链接书目。这样可以给学生以阅读的方向，提升学

生的阅读量，并进而把设计拓展阅读材料的思路告诉学生，从而传授给学生今后自主设计阅读系

列的方法，为提升学生的阅读力打下基础。但是，这种“阅读网络”的基础是“给”，是教师期

待视野和规划路线中的“文化性成长”。 

这固然为提升学生的阅读品味，丰富精神生活提供了帮助，但是自主构建“阅读网络”还着

眼于学生的“需求性”拓展，即在阅读中发现问题，通过自己的进一步拓展阅读解决问题，并由

此延伸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此循环过程，进而构建“阅读网络”。这个过程解决了学生在今

后的文化生活中更常见的现实问题，也能为学生形成有个性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体系奠定基础。 

其四，“整本书阅读”要培养学生的时代眼光和改造能力。 

高中生是当代文化的参与者。“普通高中语文学科素养”要求学生具有“文化传承与理解”

的能力，要求高中生能“关注并积极参与当代文化传播与交流”。文化的传承，就要继承优秀的

文化经典，尤其是其中的思想精华；然而，再经典的文化也要囿于时代的局限，与当下的文化呈

现出审美的、精神的差异。因而，高中生“关注并积极参与当代文化传播与交流”也不是一味地

沿袭，而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眼光，有清晰、完整的文学史思维和客观的评价态度，能够以理性之

眼光评价文化遗产、以欣赏之眼光汲取文化精髓、以时代之眼光参与文化传播。 

在高中阶段，我们虽不必耍求学生们熟知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但是这种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一

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树立“文化始终在传承、文学紧跟时代在演变”的意识，是语文老师应该帮

助学生在其思维中建构的。 

3.关注学生的“个性阅读”发展。 

囿于课堂教学的时间、地点限制，对学生阅读的个性化指导目前仍是困难。所谓的“个性化

指导”，一方面是学生阅读法的关注，一方面是学生阅读兴趣的关注。在前面的主题阅读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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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并不能奢求所有的阅读主题都能被所有的学生喜欢，但每个学生至少能找到一个自己感兴

趣的主题进行深入的阅读，这种建立在自己兴趣的阅读，才是有效的真阅读。 

五、成果细目 
1.论文发表： 

《阅读课上的思维重任》，《语文建设》（核心期刊）2015.2，周明鉴，唯一作者 

《“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语文教学之友》2015.5，周明鉴，唯一作者 

《在语文课程中凸显民族文化张力》，《北京教育（普教版）》2013.6，周明鉴，第二作者。 

2.论文获奖： 

《从“阅读能力”到“阅读力”》，周明鉴，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实验优秀论文三等奖，

2012.9  

《回归“知人论世”的本源》，周明鉴，海淀区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2013.7 

《构建具有文化张力的“共美”语文课程》，周明鉴，北京市中小学第八届《京美杯》征文

三等奖，2013.10 

3.研究课例 

周明鉴：《咬文嚼字》获“一师一优课”活动“省优” 

周明鉴：《红岩》整本书阅读，海淀区级公开课 

4.开设选修课 

周明鉴：文学家传记选讲——海淀区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评选三等奖。 

周明鉴：跟金庸学传统文化文化——民大附中精品选修课 

周明鉴  孙文婷：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读——民大附中精品选修课 

彭鹤立：经典阅读 

5.指导研究性学习 

周明鉴《中学生对语文课文喜爱程度调查》，海淀区研究性学习优秀课题二等奖 

6.汇报交流 

周明鉴：《红岩》整本书阅读，2016.11.30,2017.1.19 两次与海淀区高中教师交流汇报 

周明鉴：《探寻“各美”的门径：高三语文复习“话题模式”的尝试》2016.10 海淀区语文骨

干教师研修班交流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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