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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课程改革至今， 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已经得

到了包括学校、 教师、 家长、 学生在内的认同， 但

由于没有统一的阅读内容与较为完善的评价机制，
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对课外阅读进行有力的

督查。 所以在很多学校、 地区， 课外阅读依然处于

无序状态， 依然是学生的恣意阅读， 自由发展。 教

师既没有课外读物内容选择的引导， 也没有课外阅

读开展的指导； 家长对习题集、 辅导资料情有独钟，
对课外读物视而不见； 学生认为读书是软任务， 读

不读、 读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 这种现实说明家

长、 老师和学生都承认课外阅读对阅读素养的形成

有密切的帮助， 同时又认为课外阅读花费时间长，
收效慢， 不能立竿见影。

如何解决这个 “明知其大有可为却不为” 的怪

现象？ 深圳市宝安区推行了阅读评价的研究与实践。
在深圳市中考十多年没有考课外名著的情况下， 宝

安区七八年级每个学期末的调研测试一直坚持考课

外名著。 这一举措使得整个宝安的课外阅读开展顺

利、 成果喜人， 在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下， 学生的语

文素养得到很好的提升———中考成绩连年稳居全市

前列， 在省市作文比赛中屡创佳绩。

一、明确阅读课程目标

《语文课程标准》 中关于阅读素养的目标要求

是： “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 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

法。 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 注重情感体

验， 发展感受和理解的能力。 能够阅读日常的书报

杂志， 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 背诵优秀诗文 240
篇 （段）。 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 400 万字以上。”

七到九年级学段具体阅读目标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阅

读一般的现代文每分钟不少于 500 字； 了解叙述、
描写、 说明、 议论、 抒情等表达方式； 区分写实作品

与虚构作品， 了解诗歌、 散文、 小说、 戏剧等文学样

式； 欣赏文学作品， 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 初步领悟

作品的内涵， 从中获得对自然、 社会、 人生的有益启

示； 了解课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识和文化常识；
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 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

物， 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260 万字， 每学年阅读两

三部名著； 背诵优秀诗文 80 篇 （段）。
宝安区根据以上 “新课标” 中阅读评价核心目

标———阅读素养， 拟定合理的评价内容与标准， 把

课外阅读内容纳入考试范围， 让真正读书的孩子能够

考出好成绩， 就打消了老师、 家长和学生大力推进阅

读的种种顾虑。 而且， 有效评价能最大限度激发学生

课外阅读的兴趣， 能真正达成提高学生阅读素养这一

目标， 还能将课外阅读纳入语文教学的管理之中， 最

终成为名副其实的 “阅读课程”。

二、拟定课外阅读内容

要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进行有效评价， 应先拟定

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 这是课外阅读有效评价的基

础。 阅读习惯与文学素养不能一蹴而就， 它是一个长

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学生不同年级有不同特点，
对阅读时间及内容有着不同的要求。 因此， 对学生课

外阅读内容及数量的指导应该有一个系统、 整体的

规划。
根据 “新课标” 对初中学生的课外阅读总量的

规定， 初中学生三年应该阅读的课外读物应包括文

学、 科学、 人物传记等， 总量不少于 260 万字。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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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个阅读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七至九年

级学生的课业负担日益加重， 课外阅读的时间越来

越少， 课外阅读的数量要求过多， 就会增加学生的

课业负担， 阅读数量过少又不能达到有效的阅读效

果； 从现行的教育考试制度来看， 七年级课业负担

最轻， 八年级面临学业水平测试， 九年级面临升学

考试的压力， 阅读时间逐步减少。 因此， 要对初中

学生三年课外名著阅读的数量作出合理的分配。 依

据学生三年课业负担的差异， 宝安区把九年级教材

要求阅读的名著放到七八年级阅读， 同时规定： 必

读书目Ⅰ为期末考试 “名著阅读题” 出题范围； 必

读书目Ⅱ希望教师带着学生读； 选读是鼓励学有余

力的同学阅读。
宝安区结合学生初中三年生理与心理逐渐发展

的特点， 对学生阅读内容制订不同却合理的标准，
从而让学生完成知识的积累和个人心灵、 思想的成

长， 让学生汲取生命成长所需要的营养、 更加便捷

地找到自己喜爱的书籍。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 七八

年级多读诗歌、 小说、 传记， 可以不读散文。 因为

这一阶段的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不够， 有的散文

有很深的寓意， 学生可能不喜欢， 也读不懂。 但是，
很多老师认为中高考选文多选自散文， 所以七八年

级时候， 极力推荐读散文而忽略诗歌小说等， 其实

这是值得商榷的。
七年级学生刚刚跨入少年期， 依然保留着小学

生的好奇、 敏感等特点， 思维处在直观和感性阶段，
富有想象力， 适合阅读诗歌、 童话、 动物小说等；
八年级学生抽象逻辑思维日益占主要地位， 思维的

批判性有了较大发展， 人生观开始逐步形成， 社会

意识开始向个体意识转化， 阅读作品可偏重名家小

说、 人物传记和古代作家作品， 学生通过阅读小说、
人物传记认识纷繁复杂的世界， 以此帮助自己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九年级学生抽象逻辑思维

能力提高， 独立判断性明显发展， 富于理想主义，
开始思考人生问题， 这时候阅读的作品偏重名家优

美散文、 富有人生哲理的小品文， 这两类文章也是

中考文学作品阅读的考试内容。
综合以上考虑， 我们推荐了以下七到九年级的

阅读推荐书目。
七年级上册：
必读Ⅰ： 《格列佛游记》、 《伊索寓言》、 《繁

星 春水》

必读Ⅱ： 《最美的诗： 三月， 有人呼唤我的名

字》、 《星 光 闪 耀———解 读 中 国 古 代 十 大 诗 人》、
《青铜葵花》 及曹文轩其他作品

选读： 《中国新诗 （1916—2000）》、 《西顿

野生动物故事精选》、 《小王子》、 《狼图腾》、 《窗

边的小豆豆》、 《哈利波特》、 《纳尼亚传奇》、 《爱

丽莎的眼睛》、 《橡树上的逃亡》、 《永远讲不完的

故事》、 《毛毛》、 《八十天环游地球》、 《柑橘与柠

檬啊》、 《我与狗狗的十个约定》
七年级下册：
必读Ⅰ： 《昆虫记》、 《童年》、 《傅雷家书》
必读Ⅱ： 《汤姆·索亚历险记》、 《哈克贝利·费

恩历险记》、 《老人与海》、 《城南旧事》、 《渴望生

活———凡高传》
选读： 《雪国》、 《苏菲的世界》、 《丛林故

事》、 《人类群星闪耀时》、 《斯·茨威格中短篇小说

选》、 《人生若只如初见： 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愁》
八年级上册：
必读Ⅰ： 《水浒传》、 《骆驼祥子》、 《朝花夕

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必读Ⅱ： 《边城》、 《呼兰河传》、 《雾都孤

儿》、 《平凡的世界》
选读： 《大卫·考坡菲》、 《巴黎圣母院》、 《曾

国藩》、 《无法直面的人生： 鲁迅传》、 《人鸟低飞：
萧红流离的一生》、 《漂泊者萧红》、 《杀死一只知

更鸟》、 《蝇王》
八年级下册：
必读Ⅰ： 《简·爱》、 《海底两万里》、 《名人

传》、 《培根随笔》
必读Ⅱ： 《围城》、 《活着》、 《许三观卖血

记》、 《乱世佳人》
选读： 《安娜·卡列尼娜》、 《白痴》、 《城堡》、

《蒋勋讲唐诗》、 《蒋勋讲宋词》、 《欧·亨利短篇小说

选》、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 《契诃夫短篇小

说选》、 《动物庄园》
九年级：
必读Ⅱ： 《目送》、 《守望的距离———周国平散

文集》、 《我二十一岁那年》、 《遥远的村庄》、 《张

晓风经典作品》、 《林清玄散文》、 《余光中散文》、
《毕淑敏散文作品精选集： 幸福的七种颜色》、 《槭

树下的家》、 《王小妮散文———倾听与诉说》、 《灵

魂潜入向日葵》、 《迟子建散文》、 《母心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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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爱》、 《遇见》
选读： 《生活十讲》、 《寂寞圣哲》、 《史铁生

散文》、 《风雨阴晴： 王鼎钧散文精品选》、 《千山

独行》、 《流水不回头》、 《旷代的忧伤》、 《成年礼：
筱敏散文》、 《走到人生边上》、 《杂忆与杂写》

以上的推荐书单将根据全区各校具体阅读情况

进行调整， 不定期更新值得推荐的书目。 如 2014
学年考虑到需进一步加大阅读， 分别将 《草房子》、
《渴望生活———凡高传》 列入七年级两个学期的必读

书目Ⅰ中。

三、实施有效评价策略

规定阅读范围并开展课外阅读的目的， 是要提

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而考试是课外阅读强有力的助

推器， 它对课外阅读能起到督促和激励的作用。 一

旦评价具有教育、 促进功能， 它就不再与阅读相脱

离， 而成为学生课外阅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它将帮助学生借助课外阅读这一特定的任务，
培养阅读兴趣、 锻炼意志能力， 进而走向卓越。 所

以命题组利用期末考试这一评价手段， 促进阅读课

程的实施。
不考课内现代文。 如果考试要考课内阅读语段，

老师为了获得理想的成绩， 必须要把教材中每一篇

选文都当成经典名篇一样来教学。 这样， 不仅让老

师疲于应付、 无从发挥创造性， 而且大大加重了学

生的负担， 对语文学习没有兴趣可言。 宝安区多年

不考课内现代文， 真正为教师带学生开展课外阅读

松绑， 解放教师也解放学生。
（一） 文学作品考查偏重名著

以往宝安区期末试题中文学作品所选的文段跟

由全国各地一样都较为侧重散文， 为了更好地推进

课外阅读的开展， 从 2010 年开始， 文学作品考查

转向名著阅读的精彩片段， 有些选自必读Ⅱ阅读内

容， 如 《围城》、 《平凡的世界》、 《穆斯林的葬礼》、
《透明的红萝卜》、 《老人与海》、 《草房子》、 《青铜

葵花》 等中长篇小说。 在选文最后， 有要求学生在

即将迎来的假期里面去阅读该作品的提示语， 比如

2012———2013 学年第一学期七年级期末语文调研

测试卷文学作品阅读题为 《平凡的世界》 选段， 文

末的提示语为 “节选自被誉为 ‘激励千万青年的不

朽经典’ 的 《平凡的世界》， 建议阅读全书。” 这种

提示是引导学生读整本的书、 让阅读融入生活的正

面召唤。 测试既是集体阅读的阶段性成果考查， 也

是一次新的阅读征程的起点。 选文的建议是想让学

生读什么就考什么。
“文学作品阅读” 题考查内容的范围广， 涵盖小

说阅读的所有考点， 分为三大类： 第一， 分析综合

类， 重点分析作品的结构、 情节的把握、 主题的概

括等； 第二， 鉴赏评价类， 重点分析词语句子的理

解、 人物的刻画、 环境的作用等； 第三， 探究归纳

类， 重点分析作品的内涵、 创意的解读、 个性化的

表达等。 以 2012—2013 学年第一学期七年级期末

语文调研测试卷文学作品阅读题 《平凡的世界》 选

段为例， 六道题目内容为：

1． 理清文章的脉络， 根据选文内容用概括性的

语言完成下列填空。
润叶让润生转告少平晚上去她二叔家吃饭———

———润叶在宿舍等少平———
———润叶送别少平赠他粮票

2． 文章画横线的句子 “少平有点不好意思，
说： ‘我……去给学校还镢头去了。’ 他撒谎说到”，
少平为什么向润生撒谎？

3． 文章中加点的 “宠爱” 一词， 在这里宠爱的

具体含义是什么？

4． 有人曾说： “尊重他人是一门学问， 是人生

的一片风景。” 从文章的哪些细节可以看出润叶非常

顾及少平的感受， 给予他尊重。 请至少写出两处细

节。

5． 联系上下文， 谈谈文章画波浪线部分的景物

描写有何作用？

6． 结合文章内容谈谈少平和润叶的性格特点。
其中， 第 1、 第 4 题为归纳概括题， 考查学生

对文章情节的把握程度； 第 2 题为鉴赏评价题， 考

查学生对人物形象的把握； 第 3 题为重点词语理解

题， 考查对重点词语的理解； 第 5 题考查了小说中

环境描写的作用； 第 6 题要求学生从文章内容去探

究归纳人物个性品质， 主要考查学生对作品个性化

的解读。 以上试题内容， 既反映了学生阅读认知的

过程， 又充分考虑了文本的特点， 能够较好地考查

出学生的文学素养， 对于评价学生的课外阅读， 较

为客观、 有效， 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 名著阅读考查分值大

宝安区期末调研测试卷的阅读评价关注被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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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阅读特点， 贴近学生的真实阅读。 2004—2010
年， 宝安区课外阅读的考查主要放在 “名著阅读”
题中进行， 有时根据试卷长度， 出两个或者三个文

学名著片段进行选考。 这一题从最初的 5~6 分， 慢

慢增加到 9~10 分， 后来分值一直稳定在百分制的 9
分， 目的是逐渐加大课外名著考查分值。

（三） 名著阅读考查侧重细节

我们期望通过期末考试的命题去引导老师带领

学生开展课外阅读， 让带着学生去读书的老师、 平

时喜欢阅读的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得到

肯定和鼓励， 以此将评价引领阅读的功能最大化。
评价的具体实施直接影响阅读评价的质量， 其中，
试题设计是重点， 可分为题型和题目内容。

从题型上看， 试卷的 “名著阅读” 题分为填空

题和主观题。 比如考查某一名著的作者、 国别等信

息， 以填空题为主； 主观题以阐述情节内容、 观点

为主。 “文学作品阅读” 题目内容包括简短式与扩

展式的主观题， 前者如 “用三个词语概括主人公的

心情变化历程”、 “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故事情节” 等

仅需几个短语或一两句话来回答， 后者如 “你是如

何看待这个做法的？” 则需要一至两段话来回答。
从题目内容上看， “名著阅读” 题主要考查名

著基本信息和对情节的熟悉程度。 大体形式是一个

文段后有两到三道题目， 考题往往考细节， 测试的

目的之一是让学生注重阅读过程、 教师重视阅读课

程实施,让考前突击的投机取巧行为难以得分。 早期

考查往往有作家、 作品， 近来摒弃了这类考题， 更

重视学生真实的阅读情况。 比如 2014—2015 学年

第一学期八年级期末语文调研测试卷 “文学名著阅

读” 题选文和题目分别为：
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 可是变成了走兽。 一点

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 他停止住思想， 所以就是杀

了人， 他也不负什么责任。 他不再有希望， 就那么

迷迷忽忽的往下坠， 坠入那无底的深坑。 他吃， 他

喝， 他赌， 他懒， 他狡猾， 因为他没了心， 他的心

被人家摘了去。 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 等着

溃烂， 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 （节选自老舍 《骆驼

祥子》）

1． 刚入城的祥子是个怎样的人？

2． 请概述 “骆驼祥子” 这个绰号的来历。

3． 上述文段说 “祥子变成了走兽， 一点也不是

他自己的过错。” 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结合全文说说

你的观点， 并用具体情节支撑你的观点。
以上三道题的答案本身不在选文中， 而在整本

名著中， 选文只是一个引子。 第三题题型的设计指

向考查学生 “欣赏文学作品， 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
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 从中获得对自然、 社会、 人

生的有益启示” 的阅读素养。
期末考试的评价是学期的终结性评价， 期末测

试卷中的名著试题对集体课外阅读阶段性结果的考

查， 是评价课外阅读的重要维度。 除此之外， 宝安

区还积极探索过程性评价、 表现性评价， 已经取得

了一些宝贵经验， 如开展读书活动形式的评价、 建

立个人读书档案、 评选读书积极分子等， 同时还在

尝试———以学生命题、 教师筛选， 以 “阅读过关”

的形式进行全体参与的评价， 更为真实地反映阅读

状况。

实践证明， 以区域性测试来推动集体共读一本

书是可行的。 以测试的方式来督促集体阅读， 这只

是阅读过程中的一站， 意在唤醒对阅读的重视， 将

行动落实在群策群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 测试之后

激发了更大的阅读热情,带来了更多的阅读实践， 推

动了阅读课程的顺利开展， 学生们享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阅读喜悦， 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阅读成果。

［*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研 “十二五” 规划课题 “区域性

初中语文课外阅读课程化的实践研究” （2013ZJK023） 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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