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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经典诵读策略研究

摘　要：尽管高中语文经典诵读在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框架下仅涉及了部

分指标，但诵读作为一种阅读方法已经形成了自身的规范与特性，这也决定了

它作为一种共性的核心素养，在更深层次的文本解读上与语文学科整体素养环

环相扣。因此，高中语文经典诵读是高中阅读课程发展中极为关键的阅读方式，

是居于高中语文阅读能力源头性地位的一种获得语境体验感的重要能力。本文

从不同类型文本研究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高中语文经典诵读分类及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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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语文经典诵读概述
诵读属于传统阅读法中的一种精读方法，即

以全文为单位进行的有目的的朗读，是重视感情色

彩胜于思辨的一种读书学习法，先读再思，尤其是

对名篇佳作的阅读理解 [1]。和精心研究微言精义、

逐字钻研的阅读法不一样，要求对文章的基本态度

和中心思想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对重要的语句和

章节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有基础性的认识，这也是进

一步开展文本分析的准备条件。

（一）诵读的特性

诵读具有明显的语言特征，即语言的节奏性

与艺术性，强调通过抑扬顿挫的语言将文本阅读升

华为学生的情感共鸣，也就是用声调、语气控制语

言的节奏，以此塑造文本形象，表达出对文字作品

的初步理解。因此，一个仔细体味文章的学生，其

诵读的语言必然是优美动听的。语言是富有生机的

文字作品，立体化的载体，也是放飞想象力的工具。

诵读是充满艺术性的创作活动，它总是创造性地用

感情引导思维，我们常说“有感情地读”，这个“情”

就是要求诵读者既要读懂作者的感情，也要读出自

己的真情。

（二）诵读的作用

诵读是阅读方法的一种，目的是突出学生的学

习主体地位。教学的核心过程，是通过有声朗读形

成学生的直观感受，帮助学生快速从文本内容中整

体感知作者所要表达的核心信息，如语言风格、理

解人物性格等与作者共情的精神体验，并不是靠讲

解来获得这些信息，一般情况下诵读要求通篇阅读

并将上下文所有的信息整合而形成完整的语境 [2]。

例如，通过教学实践显示，多数学生在诵读完《祝

福》后，对祥林嫂去世时的场景感触颇深，基于鲁

迅先生的语言风格在脑中实现了情景再现，触发了

共情思考。这时候教师开始针对重点字句段进行再

次讲解，能够引发学生进一步深入地思考，提升教

学效果。除此之外，诵读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

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让中

华灿烂文化走进学生的心灵深处。

二、经典诵读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与意义
（一）实现新教改中的隐性教学目标

高中语文学科作为人文性较强的学科，不能

单纯从文本分析的理性角度将学生与作者情感进行

对接，这样很容易陷入传统灌输式教学，与价值观

教学之间的对接出现空白。诵读作为一种阅读方法

有助于实现诸如“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人文

底蕴”等常规教学法难以实现的教学目标，帮助教

师将知识能力目标与学科素养进行对接，以便实现

看似务虚但却十分重要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学

目标”。

（二）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高

将诵读作为学习高中语文经典阅读的方法，

是一种基于新课改指导思想的教学实践。高中语文

经典诵读非常符合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总体目标，

即培养公民的健全人格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同时，

诵读可以为整个语文学科提供稳定的学习方法，从

高中时代开始就助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个性

自由和谐发展，是教师“立德树人”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有助于考查学生文本解读的基础能力

当前，高考阅读题型着重考查学生的独立思

考能力，而诵读作为基础性的语文活动，折射出了

学生对文本所表达的基础情感、基本态度的一般要

求，也是合格人才需具有的听说能力的展现。而经

典诵读的“基础性”体现在学生已经具备从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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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提炼基础信息、基本观点的语文学科素养方面，

表明该考生能够综合运用母语知识，基于语言综合

运用和灵活掌握前提独立思考，具备多角度观察和

发现问题的能力。由此可知，诵读可考查文本解读

基础能力状况，评判语言应用能力。

三、经典诵读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方向
（一）继承红色精神

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对引导中学生阅读红色

经典作品，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

强民族文化认同感、自信心、凝聚力和创造力，具

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在传承红色经典文化的

教学中，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体会先辈们无

私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与品格，感悟先辈们

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3]。

如何让学生能够对这些有年代距离感的文章

所展现出来的积极的情感与精神产生共情，就需要

结合诵读来教学。在此类课文的教学中，教师领读

更有助于学生感受作者的情感，学生对带有时代性

的文章共情能力不足，因此教师要在朗读文章时让

学生感受语气和语调的变化，当然教师也可以带领

学生们朗读文章的关键句，体会不同情境、情感的

变化。不是生硬的灌输，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通

过多种方式的诵读，自然而然地进入课文描写的情

境中。也可以通过播放一些较为有代表性的音频来

突出文章的情感变化，让学生对阅读的体验随着领

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多种方式的诵读，突破时代

的局限，理解作者的时代环境和思想感情，促使学

生进入作者的思维环境，体会作者的内心，与作者

产生共鸣。

（二）传承古典文脉

古代文学课文中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和母语

发展的变革历程，被选入阅读教材的都是优秀文化

中的经典。诵读这些经典，有助于塑造学生热爱祖

国、热爱中华的情操，培养文化自信。因此，教师

在引导学生诵读时，不能陷入研究语法知识的误区。

古代经典作品的字、词、句、语、修、逻、文等语

文知识和现代白话文存在很大差异，古文教学应当

类比于一门新语言的教学，先解决疏通字词的问题，

再以诵读的方法引导学生通过把握诵读语速、节奏、

语调，突出重音等方式来感受古文的韵律。

教师可以以课本中的经典为载体，教会学生

学习诵读经典的方法，根据课文不同的体裁，不同

的内容和不同的教学模式去选择不同的诵读方法，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而且不同学生的诵

读，可以让他们体会同一篇文章在诵读音调的高低

不同、大小不同、强弱不同、速度的快慢不同的情

况下，文章的情感表达也是有所偏差的。也可以通

过不同方式的诵读训练，让学生了解诵读过程是否

前后有对比，语调是否有起伏，情感是否有变化。

在诵读中体验古代经典的审美价值与思想价值，也

关系到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三）体验近代大师名作

近代是我国文章从文言文发展到白话文的重

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许多文学大师的语言都比较

具有个人特点，也比较擅长运用构思、修辞、技法

来体现其艺术价值。例如鲁迅、朱自清、老舍、沈

从文等人的经典文章，一般都是名篇。如果教师只

是“照本宣科”地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很容易改变

诵读性质，学生也无法真正学会名作中的优美语言

和奇妙构思，应正确诵读。实际诵读过程可在关键

句段上理解人物的思想观念和内在逻辑，对体现妙

处的内容进行点拨，也可在学生明确主题结构后，

思考总结作家表达的中心思想，相互交流、探讨，

尽量从作家的角度来感受整篇作品，辩证看待文章

内容，细细品味文章观点，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和

思考能力。

（四）塑造个人品质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思想影响着学生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个人品质。高中语文的教学应渗

透更多人文精神，引导学生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

展，经典诵读是重要的实现途径。学生在文字中汲

取力量，恰如其分地感悟作者的智慧，为精妙绝伦

的构思叫好，折服在文学的魅力中，找寻正确的人

生价值。经典诵读影响学生品质的形成，促进学生

自我成长。另外，当前语文高考阅读题愈发贴近时

代和现实生活，因此经典诵读要积极为阅读考试提

供指导。有许多经典阅读文本都关注人物生活，反

映时代变迁。例如《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一

文，通过诵读很容易使学生迅速感受到作者的写作

意图，将作者表达的内容与自身联系起来，体验在

时代发展中巩固和提高个人素质的时代责任感。

四、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高中语文经典诵读分
类及策略

（一）散文诵读

在文学体裁四分法中，散文是比较适合作为

诵读的。在诵读散文经典之前，教师应提示学生注

意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基本特征，“形散”主

要体现在思维角度，“神不散”则指向文章中隐含

的思想和情感，不能因为“形散”而在诵读活动中

将精力放在查找“神不散”方面的证据。因为记叙

性文章都有创作态度和动机，只是表达手法上可能

是含蓄的，而在散文的诵读过程中执着于思辨会导

致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表象上而非实质，失去了散

文阅读的意义。因为任何能够作为高中读本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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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可能真的“散”，它的所有表达都潜藏在文本

之中。例如《荷塘月色》中的任何一句普普通通的

景物描述，不是对“神”的表现就是对“神”的丰

富，“形”的“散”中无不流动着“神”，表面上

的“形散”，本质上是一种闲适态度的展示，随手

下笔绝非可有可无，反而增添了行文的美感，如果

不用诵读的形式，很可能错过文章的美学特征。

（二）诗歌诵读

在文学四体裁中，诗歌的阅读应该抓住“言

在意外”这个主要特征，否则学生会受到古诗和现

代诗的分类法影响，导致在诵读时首先加以文学批

评的视觉去审查，失去了欣赏诗歌韵律美的机会。

诗歌中的“诗性”是一种暗示性、象征性的思想内容，

诗歌不可能脱离象征和隐喻这一体验神秘感与暗示

性的技巧而独立存在，应在诵读并体验之后再进行

分析诗人的话语真实意义或者表达的形式结构。例

如在《炉中煤》中，“我为了心上人，燃烧成了这

般模样”首先是感情表达，然后才能进入话语环境，

最后才能作为诗歌让读者进行联想，感受作者传递

的思想感情，最终从“炉”与“煤”这两个喻体中

体验诗性，从话语效果中审视传达的具体诗意。

（三）小说诵读

小说是文学体裁中最大的一种样式，长篇小

说在阅读课文中的选段通常是刻画人物的名段。例

如《边城》里的翠翠、《红岩》里的江姐、《一件

小事》里的人力车夫、《老人与海》里的桑提亚哥等。

在文本中的特定情境下，通过动态、语言、神情等

以文字进行表现，诵读不仅有助于打下深入理解的

基础，而且对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也是一种客

观的考查。再例如《林黛玉进贾府》，往往是上下

文中才有穿插叙述背景、描写环境等反映社会、表

达思想的文字性内容，而选段一般省略这些内容，

直接把相对比较跌宕起伏的内容情节作为阅读材料

呈现。短篇小说则通常在较短的篇幅内展现反应现

实生活的矛盾冲突，比如《装在套子里的人》通过

着力刻画与常人截然不同的“别里科夫”，将怪诞、

不合常理的矛盾集中在人物行为上，进行常态化的

体现，从这个角度上展现他的可笑、可鄙、可怜、

可恨的人物性格，对其进行诵读也有助于透视作者

没有直接描写的俄国近代社会，在高压政策下的种

种无奈，对当时俄国人日常生活的渗透与压迫也就

呼之欲出了。

（四）古文诵读

古文是需要单独列出的一个诵读类别，不仅

仅因为古汉语文字的典雅、简练，更在于其蕴含着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于古文功底不深的高中生

来说，首先要求能够将文章正确断句，因为错误的

停顿会导致学生停下思考，失去感悟人文价值的体

验感，因此应该首先使学生放下古今字义不同的阅

读难点，建议教师采用领读的方式。例如不足百字

的《杨氏之子》：梁国 /杨氏子 /九岁，甚 /聪惠。

孔君平 / 诣 / 其父，父 / 不在，乃 / 呼儿出。为 /

设果，果 /有杨梅。孔 /指以示儿 /曰：“此 / 是

/ 君家果。”儿 / 应声答 / 曰：“未闻 / 孔雀 / 是

夫子家/禽。”如果教师不领读，学生很可能将“家

（的）禽”误认为是现代词“家禽”，很难贯通上

下文，因而错误地理解杨氏之子的回答妙处，如果

采用领读法既能表现杨氏之子应有的礼貌，又表达

了“既然孔雀不是您家的鸟，那么杨梅也不是我家

的果，所以请您知道这个道理”这个意思，反映出

孩子思维的敏捷和语言的机智幽默，又不至于置学

生的阅读经验于不顾，使学生能通过语境感受古文

中的韵味和人文情怀。

结束语
在课文教学中，诵读法是一种教学方法。在

当前高中语文新课改的背景下，经典课文阅读的题

型呈现出反背题、反套路的趋势，着重考查学生的

知识技能与学习过程中的方法习得，大量的客观表

达题、文本分析题需要学生根据自身学习经验，结

合有效的诵读、阅读方法去理解文本，对文章中细

节性的信息进行审视与分辨。无论是内容概括，还

是节点性语段，都不能够片面地分析或者作答。因

此，核心素养下的经典诵读作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与

学习方法，是一种对全文进行整体性把握效率较高

的阅读活动，应该在课堂教学中予以积极提倡，广

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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