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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理想的教育“应该重视让学生与书本为友，与大师对话”。在新课改背景下，在社会“全
民阅读”的大环境下，我校积极开展读书活动，以此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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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课题研究为抓手，引领大阅读工作开展 
2019 年，我校积极申报了《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初中全学科立体阅

读的研究》这一市级课题，并被批准立项。此课题是面向全学科、全体

师生、全时间段研究的“三全”课题，它扎实的渗透在学校各个方面的

工作中，保证了该课题可以广度、深度开展。 

2 以课程建设为阵地，推动大阅读工作落地 
为了能真正培养“好读书、会读书、乐分享、知书达理”的具有书

香基因的学子，我们积极探索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路径，以语文学科

为主阵地，辐射带动其他学科，完善全学科荐读书目体系，依据扎实有

效的日积月累课程和读书指导课程将大阅读工作落地。 

2.1 完善全学科荐读书目体系 

根据教材的内容体系，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我们不断调整全

学科荐读书目，为学生推荐最优秀、最有价值的整本书阅读。（荐读书目

见附件 1） 

2.2 日积月累课程 

日积月累课程，我们依据不同时间节点，每课，每日，每周，每月，

每假期进行系统规划实施。 

2.2.1 每节课——五分钟口语表达 

为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帮助学生提高学科素养，我们根据学

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建立了“五分钟口语表达”课程体系。实施中，

我们注重面向全体同学，课堂上注重师生、生生互动评价、分享，天长

日久坚持实施。 

2.2.2 每日三读——晨诵、午吟、暮读 

晨诵。每天早晨 7：05-7：30 晨诵 25 分钟，学生自主诵读学校校本

教材《青少年经典读本》，在朗朗的读书声中感悟国学经典及传统文化的

魅力。 

午吟。中午 12：10-12：30 的休息时间校园广播周一到周五循环播

放《诗经》《宋词》等悦耳悦心的吟诵内容；课前一支歌时间各班级进行

经典诵读吟唱。这些经典名篇佳作时时在孩子们的嘴边、耳边，耳濡目

染地让经典走进孩子们的生活。 

暮读。为提高学生阅读的参与度，我们将语文作业进行改革，不再

布置基础性、机械性作业，改而鼓励学生自主阅读各学科必读或者选读

书目，同时倡导亲子读书。 

2.2.3 每周悦读——图书馆阅读、休闲阅读 

2.2.3.1 图书馆阅读。除了每天的日常阅读，每周我们也有相应的

大阅读活动。学期初，教导处会根据课表制定图书馆阅读配档，保证学

生每周在图书馆的阅读时间不少于两课时。图书馆阅读时，学生可以阅

读自己的书籍，也可以在图书馆借阅图书进行阅读。 

2.2.3.2 休闲阅读。为了给学生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学校的教室、

走廊、回廊、墙面处处为学生们营造出随时、随处阅读的氛围，每个班

级的小书架及走廊书架由学生自主管理，推荐书目由学生和老师定期更

新。这样形式自由的休闲阅读方式，是学生所钟爱的，极大地激发了学

生的阅读兴趣。 

2.2.4 每月阅读——图书漂流读 

为了彻底解决农村孩子“无书读”的现状，利用图书馆的丰富的图

书，我们进行了“读书漂流活动”，每个月各班级会有 50 本图书漂流进

班级图书角，这些书是“杂书”，包括文学、科学、历史等各个方面，班

主任引导鼓励学生多读书，提倡每天中午拿出 15 分钟的时间给学生阅

读。“读书漂流”使班级图书角的书常读常新，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培养了学生的阅读习惯。 

2.2.5 假期阅读——荐读书目阅读 

每个寒假、暑假是学生阅读荐读书目的时间。各备课组利用集备时

间制定阅读计划，精细到天，在放假之前对学生进行读书作业指导。假

期中，学生每天阅读，填写读书打卡单，同时在 QQ 群中进行读书打卡交

流，教师每天记录学生读书打卡情况，每天反馈，及时对学生的读书情

况进行总结、评价。同时阶段性的抛出一个驱动性问题，在群内组织讨

论，积极调动学生的的读书兴趣。 

2.3 读书指导课程 

我们分别从指导学生正确读书方法、指导学生做读书笔记、探索构

建阅读各类课型三方面来实施我们的阅读指导课程。 

2.3.1 指导学生正确读书方法 

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摸索出了“三遍读书法”。 

第一遍——把书读薄。主要是整体了解书的基本内容，教师通过阶

段性提问驱动性问题，引导学生阅读。学生之间通过互相提问的方式，

彼此激发读书兴趣。当整本书读完一遍后，教师指导学生做思维导图或

人物关系图，梳理整本书的内容梗概，择优将这些作品在班级中进行展

示。 

第二遍——把书读厚。主要是就书中的精彩内容进行品读，通过圈

点勾画，写下自己的阅读感受，品味书中的精华。每周一课堂上交流阅

读心得，学生们彼此评价，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第三遍——把书读宽。主要由教师提供与名著相关的书籍、论文或

写作背景、社会背景相关的文章，同时鼓励学生自己查找与名著相关的

文章自主阅读，以此拓宽学生的阅读面，提升学生对名著的理解，做到

把书读宽。 

2.3.2 指导学生做读书笔记 

学生写阅读笔记千篇一律的采用“4+2”或“6+2”的模式，即 400

或 600 字的文章摘抄加 200 字的点评，这样的摘抄方式，学生对所摘抄

内容不理解，没有内化，只是机械性的为完成任务而摘抄。针对这一现

状，我们对学生们的阅读笔记进行了重新规划，并有序列性地形成了读

书方法课程。 

我们依托学校为每个孩子印刷的“读写一体本”，对“如何做读书笔

记”进行指导。具体做法是先根据不同级部学生学习内容的不同确定读

书笔记的内容与形式，通过同研及集体备课，最终确定为初一级部主要

指导学生如何从选词、选句、修辞的角度赏析文章或语段；初二级部侧

重于指导学生整体建构，指导学生做思维导图、文章结构图、人物关系

图、事件图等；初三级部在初一初二的基础上侧重于对议论文结构的梳

理，内容的概括、提炼。在学生做读书笔记之前，对学生统一进行方法

指导。 

2.3.3 探索并构建阅读各课型模式 

通过反复的研讨、实践，我校逐步形成了“读前导、读中论、读后

汇报”的三种课型读书指导课模式。即【读书导读推介课】激情导入---

情节串联---品读文本---走进作者---亮点激趣；【读书方法指导课】口

语表达-内容感知-方法体验-共读深化-拓展探究；【读书汇报交流课】温

故巩固---读书检测---展示交流---读书争鸣---总结思辩。三课型的探

究、摸索中，师生们一起阅读、一起成长，乐在其中。下一步，我们打

算将必读篇目从不同角度分类，研究具体的指导方法，让学生的阅读真

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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