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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张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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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高中语文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通过对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的重要性进行分析，结合当

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包括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文本、培养学生审美能力

和批判性思维等，以期为提高高中语文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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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学类文本阅读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和批判性

思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文学类文

本阅读教学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学生阅读兴趣不高、教学方

法单一、评价方式不够科学等。因此，深入研究高中语文文

学类文本阅读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质量，成为当前高中语文

教学的重要任务。

1.	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的重要性

1.1 培养语言表达能力

文学类文本通常具有丰富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艺术魅

力，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种优美的语言，

学习到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从而提高自己的语言

表达能力。

1.2 提升审美情趣

文学作品是人类审美创造的结晶，通过阅读文学类文

本，学生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文学风格和艺术魅力，感受作者

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从而提升自己的审美情趣。

1.3 丰富文化素养

文学作品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阅读文学类文

本，学生可以了解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俗和人生哲理，

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素养。

1.4 培养批判性思维

文学类文本通常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复杂性，通过

阅读文学作品，学生可以学会分析和评价作品中的人物、情

节和主题，从而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2.	当前高中语文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阅读兴趣不高

在当前的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普遍对文学类文本阅读

缺乏兴趣。一方面，由于高考的压力，学生更倾向于阅读与

考试相关的实用类文本，而对文学类文本的阅读重视不够；

另一方面，由于教学方法的单一和枯燥，学生在阅读文学类

文本时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2.2 教学方法单一

在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中，许多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

讲授法，注重对文本的分析和讲解，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和阅读体验。这种教学方法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情绪，降

低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学习效果。

2.3 评价方式不够科学

在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中，评价方式往往过于注重考

试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阅读过程和阅读能力的培养。这种

评价方式容易使学生产生功利性的阅读心态，影响学生的阅

读兴趣和阅读质量。

3.	高中语文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策略

3.1 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3.1.1 选择适合学生的文学作品

教师在选择文学类文本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

点、兴趣爱好和阅读水平，选择一些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

趣味性的文学作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例如，对于高一学生，可以选择一些篇幅较短、语言

优美、情节生动的小说和散文，如《边城》《荷塘月色》等；

对于高二学生，可以选择一些思想深刻、艺术价值较高的文

学作品，如《老人与海》《哈姆雷特》等；对于高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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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一些与高考相关的文学作品，如历年高考真题中的

文学类文本阅读材料等。

3.1.2 创设良好的阅读氛围

教师可以通过创设良好的阅读氛围，激发学生的阅读

兴趣。例如，在班级中设立图书角，摆放一些适合学生阅读

的文学书籍，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自由阅读；定期组织读

书交流会，让学生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和体会，激发学生的

阅读热情 [1]。

3.1.3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如图片、音频、视频等，

为学生展示文学作品中的场景和人物，增强学生的阅读体

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例如，在教学《林黛玉进贾府》

一课时，教师可以播放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相关片段，让

学生直观地感受贾府的豪华和林黛玉的柔弱，增强学生对文

本的理解和感受。

3.2 引导学生深入文本

3.2.1 问题引导法

教师可以通过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

深入文本，理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例如，在教学《祝福》

一课时，教师可以提出以下问题：祥林嫂是一个怎样的人？

她的悲剧命运是由什么造成的？作者通过祥林嫂的故事想

要表达什么思想？通过这些问题的引导，学生可以深入文

本，分析祥林嫂的人物形象、社会环境和主题思想，提高自

己的阅读能力和思维水平。

3.2.2 比较阅读法

教师可以通过比较阅读的方法，引导学生深入文本，

分析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异同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鉴

赏水平。例如，在教学《林黛玉进贾府》和《刘姥姥进大观园》

两课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比较林黛玉和刘姥姥这两个人物

形象的异同点，分析作者在描写这两个人物时所采用的不同

手法和表现出的不同情感倾向，从而加深学生对这两部作品

的理解和感受。

3.2.3 批注阅读法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采用批注阅读的方法，对文学作品

中的精彩语句、段落进行批注和赏析，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和审美水平 [2]。例如，在教学《荷塘月色》一课时，教师可

以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对自己喜欢的语句进行批注，分析

这些语句的修辞手法、表达效果和情感内涵，从而加深学生

对文本的理解和感受。

3.3 培养学生审美能力

3.3.1 品味语言之美

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作者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文学作

品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品味文学

作品的语言之美，学习作者的语言表达技巧和艺术手法。例

如，在教学《沁园春·长沙》一课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品

味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

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这一诗句的语言之美，

分析作者运用的修辞手法、表现手法和意境营造等方面的艺

术特色，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3.2 感受形象之美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景物形象是作者审美创造的

结晶，也是文学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教师在教学中应

引导学生感受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之美，学习作者塑造人物形

象和描写景物形象的方法和技巧。例如，在教学《林黛玉进

贾府》一课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感受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

的美，分析作者在塑造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时所采用的外貌

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等方法和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

审美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

3.3.3 领悟情感之美

文学作品是作者情感的表达和宣泄，也是文学作品艺

术魅力的重要体现。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领悟文学作品

中的情感之美，学习作者表达情感的方法和技巧。例如，在

教学《再别康桥》一课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领悟作者对康

桥的眷恋之情，分析作者在表达这种情感时所采用的意象选

择、意境营造、韵律节奏等方面的方法和技巧，从而提高学

生的审美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

3.4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3.4.1 鼓励学生质疑

教师在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质疑，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

中的人物、情节、主题等方面进行思考和分析，提出自己的

观点和看法。例如，在教学《雷雨》一课时，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对周朴园这一人物形象进行质疑，分析周朴园对鲁侍萍

的感情是真还是假？周朴园的性格特点是怎样的？作者通

过周朴园这一人物形象想要表达什么思想？通过这些问题

的引导，学生可以深入思考和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

主题思想，提高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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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引导学生比较

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和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从而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例如，在教学《林黛玉进贾府》和《祝

福》两课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比较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

象、社会环境、主题思想等方面的异同点，分析作者在描写

这些方面时所采用的不同手法和表现出的不同情感倾向，从

而加深学生对这两部作品的理解和感受，提高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 [3]。

3.4.3 组织学生讨论

教师在教学中应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

交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从而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例如，在教学《拿来主义》一课时，教师可

以组织学生讨论 “拿来主义” 的内涵和意义，让学生在讨

论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从而加深学生对 “拿来主义” 

这一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语文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是培养学生

语言表达能力、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

径。在教学中，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的重

要性，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文本，培养学生的审美

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同时，教师还应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不断探索和创新

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奠

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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