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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发育史就
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
神境界也取决于他们的阅读质
量。

“名著阅读能够滋养人的
精神发育，提升人的核心素养，
奠基人的终身发展。”重庆市教
科院相关负责人说。在当今这
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需要
引导学生阅读一些高雅、严肃、
深刻的名著。

名著，经过时间的淘洗，具
有永恒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开
展名著阅读，不仅是发展学生

核心素养、推进课程改革、发展
高阶思维，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
路径，还是推进“全民阅读”的重
要途径。

长期以来，学生名著阅读处
于放任自流的状态。随着2017
年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实施以来，
名著阅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教材划定了《红星照耀中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水浒传》
等12本名著作为必读名著，另
列出《红岩》《长征》等24本作为
推荐阅读名著。

然而，名著相对于单篇的课

文，内容复杂、人物众多，有的
语言还较为深涩，其阅读理解
的难度明显增加。要让学生

“消除与经典的隔膜”，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如何生成适切的阅读方式
与教学策略，使名著阅读教学
走向科学高效？如何给学生提
供更好的阅读支架，使学生乐
读、会读、深读，读出成果？这
是推进名著阅读必须跨越的一
道坎。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责任与
使命，2018年9月，重庆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范卿泽决
定组织力量研发《名著导+读》
系统课程，为学生阅读名著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于是，由重庆市初中语文
教研员陈家尧老师牵头，组建
了重庆市“名著阅读课程化研
究”课题组，带领由全市部分区
县教研员、名校优秀教师组成
的100多人的团队，投入到名著
阅读的课程资源开发，名著阅
读教与读的策略研究中。

一场关于名著阅读的探
索，就此展开。

百余人团队合力破解名著阅读之惑使命牵引

12本“名著导+读”师生用书蕴藏课程智慧体系构建

“定制课型”让名著阅读“看得见”“摸得着”教学创新

重庆市教科院的相关负责
人谈到：“要有效推进名著阅
读，就要把名著阅读纳入到语
文学科课程体系之中，使之有
阅读规划，有教学指导，有阅读
方法，出阅读成果，决不能放任
自流，随意而为。通过课堂教
学引领，实现课外延展阅读。”

课题组首先进行了课程资
源开发。在重庆市教科院与重
庆出版社的强力支持下，成立
了名著导读编委会，对统编教
材重点推荐的名著进行了适度
的二次课程开发，编写了系列
的“名著导+读学生用书”和“名
著导+读教学指导用书”，撰写
了《名著阅读课程化探索》的课
程理论著述，面向全国发行。
这些书籍一经出版即受到各方
高度好评。

课题组从名著教学解读、
课程开发、阅读策略、阅读课
型、阅读评价5个方面建构名著

阅读课程的内容范式，突显出
名著阅读的内在逻辑。

通过名著的教学解读，确
定了每本书的核心议题，以此
为名著阅读定向：《朝花夕
拾》——生命成长的意味，《西
游记》——成长与成功，《骆驼
祥子》——奋斗与堕落，《海底
两万里》——科学与想象，《简
爱》——尊严与爱，每本书都确
立了一个核心议题。这些议题
贴近学生生活，引领主流价值，
确保阅读方向。

学生读与教师教的策略包
括3个阶段，10大策略。学生
阅读策略，读前包括作品概览、
阅读规划，读中包含自我激励、
梳理整合、分享交流、专题研究
等，读后包括成果物化、评测反
思。如巴蜀中学的老师把原本
用数字标示的《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重新以小标题来标识、切
分章节，使全书显得清晰明

了。这些策略让学生会读、爱
读、读懂、读透。

教师教学策略，读前包括
激趣、规划指导，读中包括任务
驱动、活动推动、方法指津、拓
展助读，读后包含组织展演、总
结续推等。

课题组围绕“读什么”“怎
么读”“读得怎样”三位一体系
统地整体构建起了名著阅读课
程体系，为学生的阅读与教学
的教学，搭建了一个很好的支
架，能够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
内读出价值、读得高效。

上学期伊始，重庆一中初
2021级的学子们便开始阅读埃
德加·斯诺的红色纪实文学作
品《红星照耀中国》。在完成思
维导图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学
子进行“领袖人物和红军将领
的革命之路”“关于长征”“信仰
与精神”三个专题的探讨，通过
梳理整合，学生们准确了解了

“红色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
来，既加深了对毛泽东、朱德等
领袖人物的认识，也建立对整
本书阅读的经验。

“思维导图、专题探究、活
动展示不仅能够彰显学子们的
特长才华，更能将实践和创新
紧密结合，丰厚学生的人文素

养和审美趣味。”重庆一中教师
韩世坤强调。

事实上，这样的课堂还有
不少。在南开中学阅读《朝花
夕拾》的课堂上，林洁欣老师就
带着学生们进行了一项“宏伟”
工作——模拟参与鲁迅纪念馆
的筹建工作。

面对老师设置的选址、为
展馆撰写80字左右的前言、设
想展馆内适合陈设的物品、纪
念馆主题楹联设计等任务，孩
子们兴趣高涨。一位学生在陈
设的物品中提到，“鲁迅为世家
子弟，他从小亲近农村，亲近农
民，关心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
生活，因此展馆要陈列这样一

些物品，如闰土送的贝壳、羽
毛、烟斗等。”还有一位学生提
出要搜集能够展示鲁迅生活的
绍兴当地风俗的一些物品，如
罗汉豆、菱角、高跷等物品。名
著阅读课还可以这样有滋有味
有益。

“名著阅读教学应充分激
活学生的阅读兴趣，用有效的
活动来推进阅读走向深入。”名
著课题组研究围绕名著教学的
引读、促读、研读、展读四个阶
段，开发了概览规划课、方法指
津课、专题研究课等10种课型，
来提高教学效益。

这些课型被师生灵活运
用，焕发出活力与光彩。在批

读理解课中，重庆八中的学生
画思维导图、表格、图画等。在
活动展演课中，西大附中的学
生们进行剧情表演、演讲、朗
诵、辩论等。在成果展示课上，
重庆十八中的学生绘手抄报、
写小论文……真正实现了师生

“动起来”，名著“活起来”，书香
“浓起来”。

根据名著特质，切合学生
心理，开发阅读教学课型，使学
生、教师有“法”可依、有“法”能
依、依“法”教学，名著阅读课程
实施从“模糊玄妙”走向了“看
得见”“摸得着”。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阅读，2014年至2020年连
续七次将“全民阅读”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2017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深化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
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增强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关
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
提出要“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
读书活动”……对于学生而
言，阅读经典名著已经成为他
们获取“精神食粮”的必要路
径。

带着使命和责任出发，从
2019年始，重庆市教科院组
织专家团队，以解决初中阶段
“名著读什么，名著怎么读，名
著读得怎么样”的问题为研究
目标，推进名著阅读课程化行
动：进行课程资源建设，开展
理论与实践研究，举行教学研
讨活动。历时两年多，名著阅
读课程化探索结出一系列硕
果：编写了学生“名著阅读导+
读”学生及教学指导用书各12
本，发表了10篇论文，形成了
《名著课程化探索》的理论著
述，制作了132节名著微课。
发布在“学习强国”App上“电
视台·读书”中的名著微课关
注量达323.5万人……重庆名
著阅读教育成果已在全国范
围形成了广泛影响。

“读名著就是读生活，我们不用去亲
身经历世间百态，足不出户却能思行千
里……正是在这样反复的阅读和思考
中，我学会了正视和悦纳自己的不足，学
会了在平凡的生活中追寻美好的品质。”

这是西南大学附中学生李悦读《水
浒传》的感受。名著阅读让更多的学生
汲取营养，收获启迪，在感受、感动、感发
中将德行、信仰、理想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从“小我”走向“大我”。

丰富的阅读活动也受到家长的充分
肯定，重庆外国语学校大力推动亲子阅
读。一位家长说：“经过20天的亲子共
读，终于读完了《骆驼祥子》，这次跟着孩
子细读经典名著，才真正令我感叹折服
于老舍先生的文字魅力，字字珠玑，句句
经典，收获匪浅。”

数据显示，名著课程化有力地推动
了全市名著阅读教学的开展。目前，重
庆的名著阅读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教师重教，对名著阅读给时间、作规划、
导方法、作督促。学生喜读，由原来的

“不想读”“不会读”“不能坚持读”向现在
的“乐读”“会读”“读有深度”转变。学生
名著阅读量由原来的不到 5%上升到
60%以上。近几年来，重庆也将名著阅
读纳入了中考内容，要求阅读统编教材
推荐的文学名著，每年抽考其中的两部，
熟悉其主要情节和内容，体会写法，感知
语言风格。通过这一举措，导向名著教
学。

为推动教育的深入发展，在2021年
1月，重庆市教科院院长蔡其勇与重庆出
版集团签定深度合作战略协议，双方将
在今后联手推出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建设重庆
西部教育高地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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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市教科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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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中学生在课堂上分享名著专题研读成果

激活名著阅读 沁润师生心灵

合作共建打造更多
优质资源

全民惠利

重庆市教科院以课题研究破解“名著读什么，名著怎么读，名著读得怎么样”的难题，
推动语文学科建设，也推动了书香社会建设。

重庆八中学生演绎《西游记》

西大附中举办的重庆市名著阅读研讨活动现场

链接>>>

教科院对统编教材重点推荐的
12本名著进行了课程建设，生成了课
程资源，编写了学生阅读用书及教学
指导用书各12本。

教材开发

著述论文

教科院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形
成了 25 本著述、10 篇论文。重庆出
版社出版《学生名著导+读学习任务
书》（学生用）12本，《名著导+读教学
指导用书》（教师用）12 本。撰写了

《名著课程化探索》理论著述。在《中
学语文教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0篇。

教科院课题组制作微课132节，
课题组成员进行示范教学50多节次，
为各级各类研讨培训做专题讲座15
次，论文(案例)获得全国、市一等奖以
上5人次，参加国家、市、区、县教学大
赛一等奖及以上3人次。

教学成果

辐射影响

重庆的名著阅读在全国已经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名著导+读”学生
用书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江
西、福建、海南等省均有部分师生使
用。重庆团队发布在“学习强国”App
上“电视台·读书”中的名著微课关注
量达323.5万人，发布在“快手”App上
的名著微课关注量达 234.1 万人次。
名著阅读已经超出了语文学科，走向
了社会，推动“书香社会”“学习型社
会”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