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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高中语文自主阅读策略的校本实践和研究”，为北京市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研

立项课题，课题负责人为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高级教师涂洁，研究周期为四年，主要以北京市

第八十中学高中一至三年级学生为对象，实施系统性的教学实践研究。 

本课题根据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将主要研究以下内容： 

1.指导学生有计划、分阶段、分层次地进行课外自主阅读。学生要制定自我阅读的三

年总体计划及个人阶段阅读计划。自主阅读应掌握时间性、注重计划性、灵活性。长篇小说

如《红楼梦》、《约翰 克里斯朵夫》等最好放在寒假和暑假期间来读；中短篇小说如《活着》、

《青铜葵花》、《家》可以随时读；古代经典如《菜根谭》、《论语》等要专心地、有集中的时

间段去读；散文随笔如《林清玄散文》《毕淑敏散文》之类的可以抽空读；也可以分主题式

的专门阅读哲思类的文章。 

2.借助经典美文阅读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引导学生带着审美的意识去阅读，去鉴赏，

两种美（主观美——学生审美心理；客观美——文本的美）就会使审美主体在对文本的阅读

中得到一种愉悦的审美体验。因此，学生自主阅读起点要高，要用审美的眼光、审美心理和

意识去捕捉作品中的情趣和义理，从而得以熏陶情操、感悟生命。 

3.主题式阅读能够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探索课内阅读教学和课外延伸阅读的主题融

合。比如在学习了《林黛玉进贾府》，就可以引导学生去自主阅读《红楼梦》；比如阅读过“直

面人生”专题中“苦难中的尊严”板块，就可以引导学生自主阅读余华的《活着》、曹文轩

的《青铜葵花》、培根的《论厄运》和周国平的《直面苦难》等文章。 

4.利用选修模块和专题讲座推动主题式阅读。选修课设置较灵活，能给予学生更自由

多样的选择，也能满足不同层面的学生需求。可以通过选修课来实现分层教学，实现主题式

教学。 

5.利用主题阅读活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他们能主动去阅读，主动去思考。如:“走

进唐诗”的阅读知识大赛，“宋词中的审美”小论文，我看武侠小说的文化”等阅读活动的

组织，既突出了语文学科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的特点，也让学生在大语文的世界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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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快乐。 

本课题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从报刊、网络上查阅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并掌握他人的研究

成果，通过分析比较进一步明确自己当前研究的起点。在查阅有关“自主学习”和“阅读理

论”的文献基础上，从理论上界定“自主阅读”的特性。 

    2.行动研究法：由于本研究是立足于校本，因此完全能够在实际教学当中，根据本校学

生的特点，选取某些典型的阅读材料片断，从教学设计到课堂实践，再到课后评价，进行自

主阅读全程跟踪分析评价，撰写成教学案例，为自主阅读策略的确立提供实践依据。此外，

本研究可根据全校不同班级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实践设计，并对各个班级的实践情况进

行比较，使研究结果更加科学，更具有价值。  

    3.经验总结法：定期举行展示课、观摩课、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不断总结实践中的得

与失，达到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的目的。 

 

二、结论与对策 

“高中语文自主阅读策略的校本实践和研究”，现已按期结题，课题研究基本完成了预

期的设计，在理论与实践上主要有如下突破： 

首先，在研究过程中创设各种各样的学习情境，提供不同的表现场所，对不同层面的学

生进行多元化的自主阅读辅导。本课题研究针对不同层面的学生进行富有个性的自主阅读指

导，学生的个体差异，家庭、教育状况、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使学生在阅读的水平

和各种状况上存在差异，有人擅长表达，有人则更倾向于思考；有人乐于合作，而有人更愿

意独自表现……通过课题研究开设的各项课程与活动，使更多的学生在参与之中体会到了语

文学习的快乐。  

其次，在变化发展中探索，编订出适合不同年级学生的校本阅读教材。本课题三年的研

究，从高一到高三进行了一轮完整的实验，使研究更加完整，更有信度，并总结出各种自主

阅读的教学策略，除最终优秀的高考成绩外还得出一些具体的实践成果，如学生所做的知识

归纳、作品导读、读书笔记、游记，以及教师编选的阅读题集等。三年来，有的学生留下了

文字，有的留下了影像，这些记录着他们成长轨迹的事物，相信要比单纯的分数更加有意义。 

再次，本课题创造性地研究了高中阶段非文本自主阅读教学策略。很少有人在高中阶段

把非文本的材料（如影视作品）作为自主阅读的材料进行研究，学生在阅读上可能会有所欠

缺。学生在进入社会以后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将要面对的非文本材料并不比文本材料少。本

课题在开设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外活动中，将非文本阅读教学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使

之成为培养学生语文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由于受到升学压力

以及现实教学因素的影响，本课题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尝试仍显得不足，但也是三年来教学实

践中的一大亮点，也可以为今后的选修模块教学以及文学社团活动提供借鉴。而随着新课程

的深入，非文本的阅读教学策略也正是我们今后工作中需要进行重点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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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与影响 

1．提高了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生自主阅读

的提高使他们阅读兴趣大增，阅读的主动性大大加强，阅读量明显增加，基本实现了我校为

学生制订的“三年读 50 本好书”的目标，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与日俱增。 

2．提升了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取得了优异的教学成绩。 

课题研究成果在指导教学方面发挥了持续性的作用，在多彩的高中语文学习完成之后，

高考语文成绩在全区连续保持领先位置： 

时间 理科 文科 

2011 111.9 118.1 

2012 112 116 

2013 116.4 118.6 

还有多名同学在全国创新作文、“春蕾杯”作文大赛中获奖： 

2011 级刘雪琳同学，获第 8 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一等奖； 

2011 级李君禹同学，连续获得第 13 届、第 14 届 “春蕾杯”作文大赛全国一等奖； 

2012 级齐家雯同学，获得第 14 届 “春蕾杯”作文大赛全国一等奖。 

此外，还有多名同学获得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3．打造了一支专业化教研队伍，市区骨干教师成倍增加 

本课题研究大大提升了八十中学整体的语文教研水平。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老师们对于

教材的理解更加深刻，许多老教师对以往教过多次的课文重新审视，做出了很大的突破。同

时，师带徒、集体备课、教研交流等一系列组织手段有力推进了研究的顺利进展。课题研究

形成的习题集以及教学策略，成为全组同事共享的优质资源（详见附录）。 

自 2010 年开展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组共有 12 名教师被评为朝阳区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

师，占到课题组成员数一半以上。其中区级语文学科带头人 3 人、骨干教师 7 人，优秀青年

教师 2 人。科研工作对教师专业化的引领作用可见一斑。 

 

四、改进与完善 

本课题在开设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外活动中，将非文本阅读教学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结合起

来，使之成为培养学生语文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由于受到升

学压力以及现实教学因素的影响，本课题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尝试仍显得不足，但也是三年来

教学实践中的一大亮点，也可以为今后的选修模块教学以及文学社团活动提供借鉴。此外，

随着新课程的深入，非文本的阅读教学策略也正是我们今后工作中需要进行重点研究的。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五、成果细目 

（一）论文获奖 

序号 时间 成果名称 获得奖项（发表刊物） 

1 2011、3  《高中语文自主阅读探索》 朝阳区高中语文优秀论文评比二等奖 

2 2011、3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拓展高三学生

作文的广度和宽度》 

朝阳区高中语文优秀论文评比二等奖 

3 2011、3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 

北京市 2010-2011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

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4 2011、4  《今天如何做一名创新型教师》 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和运用论文评比

三等奖 

5 2012、3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文言文教学当

中的德育渗透》 

中国教育科学探究杂志社论文评比一

等奖 

6 2012、3 《立足文本，培养思维》 北京市 2011-2012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

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 

7 2013、3 《语文泛读课文教学设计中的取与

舍》 

朝阳区高中语文优秀论文评比一等奖 

8 2013、3 《范爱农》教学设计 朝阳区高中语文优秀教学设计一等奖 

9 2013、3 《不朽的归去——<归园田居>》 朝阳区高中语文优秀教学设计一等奖 

10 2013、4  《阅读经典，任重道远》 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和运用论文评比

二等奖 

11 2013、4 《让语文闪耀理性的光芒》 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和运用论文评比

一等奖 

12 2013、4 《关于<影视名作欣赏>》 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和运用论文评比

三等奖 

 

（二）公开发表论文及专著目录 

序号 时间、刊号 题目 杂志、出版社 

1 2010、9 《向一个世界的告别》 《中学语文》 

2 
2010、10 

《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教学

设计》 

《中国教育教学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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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0、11 《复古：在卖国和愚民之间》

《中学语文教学参

考》 

4 2011、1 《思想的蜕变和超越》 《中学语文》 

5 2011、7—8 《现实的清醒与韧性》 《中学语文》 

6 2012、7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文言文

教学当中的德育渗透》 

《中国教育科学探

究》 

7 2012、10 《谈教师在培养学生思想深

刻性方面所起的主导作用》 

朝阳区《新课改》杂

志 

8 2012、11 《谈中国诗》备课三问 《中学语文》 

9 
2013、2 

《鲁迅为何疑心范爱农是

自杀》 
《语文月刊》 

10 2013、4 《沙之书》的世界 《语文教学研究》 

11 2011 《孔子大智慧》（专著） 言实出版社 

 

（三）课题活动 

时间 内容 参加人数 

2012、11 朝阳区“文学名家名篇进课堂” 50 

2012、11 “全国中学同课异构高效课堂现场研讨会” 100 

2012、11-12 校内读书交流活动 500 

2013、6 “北京市骨干教师培训”研修班活动 60 

 

（四）公开课、讲座 

序号 时间 内容 级别 

1 2012、6  《范爱农》    区 

2 2012、11 《沙之书》 区 

3 2010、10 《诗歌鉴赏复习指导》 区 

4 2011、3 《现代文阅读复习指导》 区 

5 2012、6  《中国诗》   区 

6 2013、6 《纪念刘和珍君》 市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7 2012、10 《梦游天姥吟留别》 区 

8 2011、3 《呼兰河传》 区 

9 2011、12 《阅读延伸题教学》 区 

10 2012、10 《归园田居》 全国 

11 2013、6 《小狗包弟》 市 

12 2012、10 《原毁》 全国 

13 2011、10 《登高》 全国 

14 2012、11 《豹》 市 

15 2012、12 《语文泛读课文教学设计中的取与舍》 区 

16 2012、9 《<呐喊>自序》 区 

17 2012、11 《<资治通鉴>读书汇报》 区 

18 2013、4 《审题立意从邹忌开始》 校 

 

（五）校本教材 

序号 名称 主编 适用年级 完成时间 

1 《与自然对话》 晁凌云 高一 2012、9 

2 《写给急忙赶路的人》 晁凌云 高二 2013、9 

3 《语文读写训练》 晁凌云 高中各年级 2012、9 

4 《我们与读书同行》 涂洁 高一 2012、9 

5 《追寻文明》 涂洁 高二 2013、9 

6. 《高中语文知识清单》 涂洁 高一高二 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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