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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研究
孙峰臣

（徐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设置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模块，明确了整本书阅读在高中语文教学中

的重要性，提出构建学习任务群，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拓宽阅读视野，提高他们整本书阅读能力和阅读鉴赏能力。基于此，本文分析

了高中语文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的重要性，剖析了当前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现状，提出了科学制定整本书阅读目标、精读与泛读教学相结合、

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利用问题链引导学生深度阅读和组织舞台剧表演的策略，以期全面提高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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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模块贯穿高中语文新

教材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个部分，包括了古典名著、外国

名著等内容，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能力，还有利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德育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但是目前高中语文

整本书阅读教学存在学生阅读长篇小说存在障碍、整本书阅读教

学方法单一和学生高阶思维能力薄弱等问题，影响了整本书阅读

教学的开展。高中语文教师要正视整本书阅读教学现状，优化整

本书阅读教学方式，根据学生阅读水平科学设置整本书阅读教学

目标，传授他们精读、泛读教学方法，引领他们深度阅读，提高

他们阅读能力。本文以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为例，阐

述了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策略，以期为高中语文教师提供参考。

一、高中语文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

新课标中把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

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列为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高中语文

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整本书阅读教学为高中生语文核心素养培

养提供了载体，引导学生品味中外名著的巧妙构思、语言魅力，

提高他们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和审美鉴赏与创造素养。同时，整

本书阅读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古典名著，让他们体会古代文人墨客

家国情怀、独特语言艺术，端正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提高

他们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促进学生思维发展与提升，让他们主

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提高他们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

整本书阅读教学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精读、泛读等阅读方法，

让他们克服长篇小说阅读畏难情绪，引导他们在把握作品整体基

调的基础上进行细节分析，再让他们对整本书关键人物、重要故

事情节进行精读，让他们有的放矢地阅读整本书，提高学生整本

书阅读能力。通过整本书阅读教学，高中生可以掌握小说、散文、

诗歌和传记等不同文体阅读方法，灵活利用批注、精读、泛读等

阅读方法，体会作者核心思想、情感态度，做好阅读笔记，有利

于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三）有利于促进阅读与口语交际、写作教学的融合

整本书可以有效整合文学常识、语言艺术、古诗词等知识点，

促进了阅读、口语交际、写作教学等不同模块的交叉与融合，有

利于加深学生对整本书内容的理解，从而激发他们整本书阅读积

极性，循序渐进提高他们语文阅读、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此外，

整本书阅读教学还可以延伸出课本剧表演、读书分享会等活动，

引导学生把整本书改编成话剧，提高他们写作能力和审美能力；

鼓励学生推荐自己喜欢的课外书籍，促进他们在阅读上的交流，

促进阅读与口语交际教学的融合， 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四）有利于提高阅读教学质量

新课标背景下，整本书阅读打破了单篇阅读教学模式，转而

引导学生阅读整本书，有利于创新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模式，引导

学生深度分析整本书“排兵布阵”、语言艺术、人物关系和情感

主义，提高他们思维能力和深度阅读能力。与此同时，整本书阅

读有利于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引导他们根据个人喜好阅读

古今中外名著，并对他们整本书阅读过程、阅读体验进行评价，

凸显学生在阅读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提高高中语文阅读教

学质量。

二、新课标下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现状

（一）学生阅读长篇小说存在障碍

很多高中生对长篇小说存在畏难心理和阅读障碍，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部分学生缺乏阅读耐心，习惯利用网页

查询全书故事梗概，挑选书中的章节来阅读，并不会完整阅读完

一本书，或者根据小说同名影视剧来理解整本书内容，导致对整

本书内容的理解比较肤浅。第二，部分学生缺乏只是囫囵吞枣地

通读全书，没有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进行思考，难以理解书

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情节转折和人生哲理，影响了整本书阅读效果。

（二）整本书阅读教学方法单一

部分高中语文教师沿用单篇课文阅读教学方法开展整本书阅

读教学，但是于整本书篇幅比较长，单篇阅读教学方法并不适用

于整本书阅读教学，难以有效指导学生把握整本书故事梗概、分

析主人公人物形象和情节转折，不利于学生整本书阅读能力培养。

部分教师整本书阅读教学理念比较保守，参考近几年高考热点勾

画整本书阅读重点，或是要求学生背诵名著经典段落，忽略了开

展问题教学、任务驱动教学，影响了学生对整本书内容和人物的

理解，不利于提高学生整本书阅读能力。

（三）忽略了开展思维训练

整本书阅读对高中生逻辑推理、对比和辩证思维能力要求

比较高，但是很多高中语文教师却忽略了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

渗透思维训练，影响了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发展。例如部分教师

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更注重引导学生提炼故事梗概、分析人物

形象、背诵经典段落，反而忽略了引导他们对比书中不同人物

形象、分析故事情节转折设计，限制了学生创新思维，难以引

导学生深度阅读整本书，无形中影响了他们的整本书阅读效果

和教师教学质量。

（四）整本书阅读实践活动比较少

目前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

以整本书阅读赏析、经典段落分析和诵读为主，很少开展整本书

改编、舞台剧表演和读书笔记分享等实践活动，导致整本书阅读

教学流于表面，难以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此外。部分教

师忽略了利用互联网指导学生课外整本书阅读，影响了课堂教学

和课外实践的衔接，难以及时解答学生在整本书阅读中遇到的问

题，不利于他们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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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

（一）科学制定整本书阅读教学目标，明确教学重点

高中语文教师要吃透教材，明确整本书阅读单元教学重难点，

根据学科核心素养、整本书内容来制定教学目标，理清整本书阅

读教学思路，合理安排教学环节。首先，教师要对《红楼梦》进

行全面分析，再结合教材节选的《林黛玉进贾府》章节进行分析，

引导学生联读《红楼梦》第十七回、第十八回、第三十五回、第

三十七回、第四十回，加深他们对整本书的理解。综合教材节选

内容和学生联读内容，教师可以设计如下整本书阅读教学目标：

1. 明确大观园人物居室园艺花草布置特点；2. 梳理大观园室内陈

设特点，探究其中蕴含的人物精神世界；3. 绘制大观园布局设计图；

4.《红楼梦》通过贾府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蕴含了作者怎样的

情感。其次，教师可以制定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引导学生对《红

楼梦》语言艺术、人物形象，以及折射出的社会现实等进行分析，

引领他们深度阅读《红楼梦》，从而提高他们整本书阅读能力。

例如教师可以设计如下学习任务群：要求学生品味《红楼梦》雅

俗共赏的语言，体会语言的隐喻性；要求学生把握主要人物性格

特点，例如“十二衩”性格、贾府众人性格，提高他们古典名著

阅读能力。

（二）精读与泛读教学相结合，提高阅读教学质量

语文教师根据整本书特点来选择阅读教学方法，灵活穿插精

读和泛读阅读方法，引导学生深度阅读整本书，提高他们整本书

阅读能力。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红楼梦》第十七回、第十八回、

第三十五回、第三十七回、第四十回内容开展教学，把精读和泛

读方法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对书中描写大观园室内陈设、人物居

室花草、人物对话等内容进行精读，让他们通过对话、室内居室

布置特点分析出《红楼梦》中主要人物性格特点；让他们根据书

中对大观园亭台楼阁景色感受贾府的富裕。此外，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泛读书中关于贾府与其他家族之间的交往、贾府内复杂人际

关系的相关内容，让他们大致明确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

的关系即可，让他们把更多时间阅读与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

爱情纠葛、“十二衩”相关的内容，引导他们有方法的读，有重

点地读，提高学生整本书阅读效率和质量。通过精读与泛读教学，

学生可以快速了解《红楼梦》中与大观园相关内容，明确相关人

物性格特点，梳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历史，体会书中

字里行间流露的人性美和悲剧美，提高自身整本书阅读能力和鉴

赏能力。

（三）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高中语文教师要重视学生整本书阅读教学习惯培养，既要传

授他们阅读技巧，又要督促他们坚持阅读中外名著，帮助他们养

成良好阅读习惯。第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批注式阅读，引

导他们一边阅读一边批注，让他们标记出通读整本书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读到的好词好句等，帮助他们及时归纳整本书阅读成果，

让他们养成热爱阅读、善于思考、勤于总结的良好阅读习惯。例

如学生在阅读《红楼梦》过程中可以利用波浪线、下划线等标记

出书中的好词好句，利用圆圈、方框等标记出遇到的问题，并利

用简单的词语备注自己的阅读感受，针对自己遇到的问题再次阅

读，直到理解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人物性格特点，逐步提高整本

书阅读能力。第二，教师要督促学生制定整本书阅读计划，让他

们细化每天要阅读的页数，并让他们做好每天的阅读体验记录，

避免他们在整本书阅读中半途而废。例如教师可以设计《红楼梦》

整本书阅读计划表，让学生记录每天的阅读章回、概括当日阅读

内容、采用的阅读方法、阅读感悟等信息，加深他们对阅读内容

的记忆和理解，帮助他们完整《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任务，激发

他们对古典名著的热爱，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让他们肩负起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四）问题链引领整本书阅读，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语文教师可以把问题教学法融入整本书阅读教学中，根据名

著内容设计环环相扣的问题链，利用其引导学生深度阅读整本书，

从而提高他们高阶思维能力。例如教师可以根据教材《红楼梦》

节选内容设计如下问题链：1. 贾府大观园布局结构有哪些特点？

2. 众人对林黛玉的态度如何？ 3. 书中“四春”姐妹名字的隐喻是

什么？ 4. 你最喜欢“十二衩”中的哪一个，为什么？这几个问题

可以把《林黛玉进贾府》的相关章回衔接起来，还可以引导学生

对《红楼梦》整本书的理解，让他们明确人物性格特点。此外，

教师还可以结合《红楼梦》整本书内容设计问题链，例如：1. 贾

府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2. 是什么造成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

3.书中寄托了作者曹雪芹哪些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根据问题链，

学生可以有针对性阅读整本书，对与问题相关的章回进行重点阅

读，从书中找答案，提高整本书阅读效率和阅读质量，深度鉴赏

古典名著语言艺术、情感魅力，了解曹雪芹对封建制度的抨击，

提高古典名著鉴赏能力。

（五）组织名著舞台剧表演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

首先，高中语文教师要转变整本书阅读教学理念，组织丰富

多彩的整本书阅读活动，激发学生整本书阅读兴趣，让他们主动

参与到课堂互动中，从而提高整本书阅读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可

以组织“我演《红楼梦》”活动，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选

择《红楼梦》中的一个章回进行改编，鼓励他们自主编写剧本，

把名著搬上舞台，提高他们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有的学生改编

了《林黛玉进贾府》，重点展现了贾府众人对林黛玉的态度，展

现了林黛玉温柔如水的一面，刻画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初见场面，

展现了爱情的美好。有的学生改编了《黛玉葬花》，声情并茂地

朗读了《葬花吟》，展现了黛玉敬畏生命、多愁善感的一面，以

及她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无声反抗，增加了宝玉与黛玉讨论诗词

歌赋的场景。其次，教师可以组织各个小组轮流表演，让他们利

用舞台剧的方式展示《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成果，激发他们的创

新思维，让各个小组对舞台剧内容、表演效果进行评价，让他们

主动参与课堂互动，师生携手提高整本书阅读教学质量。

四、结语

总之，整本书阅读教学是培养高中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载

体，也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思维能力的重要基础，更是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保证。高中语文教师要科学制定整本书阅

读教学目标，明确课堂教学重点；精读与泛读教学相结合，引导

学生有针对性阅读；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提高他们整本书阅

读能力。此外，教师还要利用问题链引领整本书阅读，激发学生

创新思维和阅读兴趣；组织名著舞台剧表演活动，激发学生参与

积极性，全面提高整本书阅读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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