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求其演讲朗诵时就羞于开口．但许多同学具备极强 

的可塑性。应试教育更多重视的是学生的写书面作业。 

做习题。而不太重视学生演讲朗诵类的表达训练。学生 

越是经历和体验少越是害怕表现．这就要求我们语文 

老9币根据学科特点．从树立榜样开始，唤起同学们的表 

现热情。激发同学们的潜力。这样提高的不仅仅是开口 

说话的能力，更是同学们对语文的兴趣。 

5．学好语文须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语文社团 

很多对语文学习抱有一定兴趣、语文学习水平较高 

的学生。往往是各种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因此．研究学生 

课外语文学习实践活动与学生语文创新能力的培养是 

非常必要的。学生文学社团活动是学生课外语文学习实 

践活动的形式之一．通过文学社团活动来培养学生语文 

学习的兴趣和创新能力具有很强的可行性。除了文学社 

之外。不少学校从自身优势出发．组建了各种各样的语 

文社团．如古诗文诵读社团、校园小记者团、民俗寻访团 

等等。成立社团可以更好调动学生的各种积极性，更加 

广泛而扎实地开展相关语文活动。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更 

应该善于利用相关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语文活动．例如 

收集民谚民谣、宣传标语仿写、广告评析、开展辨论会、 

演讲赛、模拟法庭 、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组织社会 

调查、新闻采访、书法比赛、手抄小报等。 

以上一些思考和尝试都从“得益于课外”的角度去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事实上这些做法的深入实施必然 

更有利于学生热爱语文课堂。做到“得法于课内”。当然 

从新课程语文学科教材的安排来看．有“必修、选修、校 

本”三大块．其中“校本”一块是根据各校特点以及教师 

特长来灵活设置的。同时，新课程更重视培养学生能力。 

重视研究性学习．学生“课外”语文实践活动不只是对课 

堂教学的补充，而且是整个语文教学的重要一块。这也 

正是用别样的语文教学视角激发丰富的生成效应。 

★作者单位：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 

阅读，真好 

— — 三本青春励志类书读书会展示 

画 李雪静 

雨果曾说过：“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 

料。而阅读 ，则正是这种养料。”课外阅读是中学生获取 

知识、开拓视野、积极思考的重要渠道，是全面提高学 

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这几年，我们在课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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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进方面。形成了一套有序、有效且日渐成熟的模 

式。在此基础之上，我积极探索 ，坚持举办读书会。 
一

、选书 

八年级的学生具有叛逆性、成绩两极分化普遍、违 

纪违规频繁等特征。深圳的孩子．家境相对优越．没有 

生活压力。相对于女生 ，男生本来就身心发育晚．我班 

大部分男生，存在学习目标不明确 ，进取心不够 ．责任 

荣誉感不强，为人处世方面欠缺等同题。 

本学期，除了必读的名著外，我两个班的学生还重 

点读了三本青春励志类书，并精心准备了读书会。 

《西点军校带给男孩的最好礼物》。这七份礼物分 

别是 ：坚强勇敢的意志、责任荣誉的准则、谨慎 自制的 

智慧、宽容谦虚的风度、团队合作的精神、吃苦耐劳的 

态度、心存远大的志向。 

《少爷小姐要争气》，作者刘墉。陈思宇同学的推荐 

词是这样写的：这本书不单是刘墉写给女儿的信．也是 

写给每一位父母和孩子的“家书”。他用一个个鲜活的 

例子 ，阐明了深刻的道理 ，谈的是处世 、是交际、是说 

话、是美、是爱、是公义、是责任、是关怀、是开阔。 

《愿我的世界总有你的二分之一》，作者是考上北 

大的双胞胎兄弟苑子文、苑子豪，曾两次上过《鲁豫有 

约》。这本书的主题 ，同学们归纳为两个，即屑丝逆袭和 

兄弟情深 

选着三本书，我更看重的是这些书能给孩子们带 

来青春的激励和榜样作用。尤其是后两本．因为作品贴 

近孩子们的现实生活，更是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引起 

强烈共鸣。 

二、促读 

(一)保证充足的课 堂阅读时 阍 

从第12周开始到第15周．每周6节语文课和每天中 

午20分钟的午练时间，全部用来阅读。 

(二 )进行批注指导 

我认为，阅读和批注是相辅相成的。批注是积累、 

思考、吸收的过程。我们从最初的摘抄、批注句子、段 

落，到后来写整篇文章甚至是整本书的感悟。每过两 

天，我会用投影仪对作业进行点评。表扬先进 ，指导学 

生要怎么做，还可以怎么做。我欣喜地发现 。同学们的 

写作兴趣越来越高涨! 

(三)通过作业落实 

让学生真正读进去，有收获．就一定要真枪实刀地 

落实。晚上的作业是摘抄批注；周末作业．针对一周的 

阅读内容写感悟，鼓励联系自身经历的写作。课前须有 

简短的反馈，如请同学背诵自己最喜欢的一句一段：下 

课前五分钟，视情况对当堂阅读内容做自由交流。当 

然 ，我也和孩子们一起阅读，对一些有体会的段落，我 

会当堂背诵，并分享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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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行 系列评 比 

阅读是个性化的行为．但如果能得到同伴的认可． 

有更多的平台展示自己．我相信一定能碰撞出更多思 

维的火花。为此，我们设计了几个评比活动： 

1．手抄报评比。张贴在走廊，展览一个星期，评选出 

最佳设计奖。 

2．读书笔记本展。评选出最优秀的读书笔记本 ．并 

挑出最好的几篇复印展出。 

3．读书心得大赛。每个同学上交电子稿．挑选几篇 

打印展示。 

4．《阅读，真好》现场作文比赛。可以写我们阅读的 

这三本主书．也可以就这段时间阅读的其它书籍，评选 

出优胜者。 

(五)丰富形式 

我们以前做过《童年》的读书会，形式包括有奖问 

答、朗诵、情景剧表演、配音等。效果还不错。这次阅读 

的三本青春励志类书．我希望同学们不仅谈自己的感 

悟，还要能背诵，最后内化为写作上的提高。这次我们 

确定用荐书台、手抄报、思维导图、背诵名言和喜欢的 

段落、仿写、访谈、以及辩论会等形式 ，希望从不同的角 

度，把这几本书真正读懂、读透。 

三、展示 

经过一个月的阅读和半个月的准备．读书展示活 

动终于如期举行。展示活动由以下几个内容组成： 

1．《西点军校送给男孩的最好礼物》。这本书主要由 

男生负责，男生主持。首先做个简要的荐书。接着由点 

到名的男生．轮流背诵书中最喜欢的名言或讲述最受 

启发的故事。最后是谈阅读感受。西点军校有200年的 

历史．为美国培养了众多的军事家和各行各业的社会 

精英。我想这是一个需要榜样的时代。我相信学生能从 

这本书里得到更多的启示。 

2．《少爷小姐要争气》。这本书主要由女生负责，女生 

主持。首先由本书的推荐者做个简单的荐书。接着是背 

诵你最喜欢的段落，并简要说明理由。最后展示同学们 

仿写的片段。一开始，我担心同学们看到书名就以为太 

过说教不愿意读。事实上，刘墉用一个个故事，贴切的比 

喻。平等的视角。温和却又独特的语言，吸引了这帮小读 

者。就连平时不爱看书的同学，也爱不释手。没错，今天 

的男生女生已经没什么差别，小姐要超越 。少爷得争气1 

3．《愿我的世界总有你的二分之一》。先是本书的推 

荐者简要说说推荐理由。接着。我们做的是一个人物访 

谈《文豪有约》，对话中，充分体现了哥哥子文沉稳内 

敛、弟弟子豪大方活泼的性格和话语方式．再就是现场 

观众对兄弟俩的扮演者提问。最后是辩论会。辩题是同 

学自己想的《是否只有考上名校才算成功》。辩手们唇 

枪舌战。火药味十足，博得同学们阵阵掌声。 

·128· 

四、反思 

阅读，是一件幸福的事。尤其是在语文课堂让孩子 

们读他们喜欢读的书．让孩子们意识到．语文课除了枯 

燥的拼音文言文写作训练．还有自由阅读、思考的乐 

趣。本次读书会后，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1．以前我们读的基本是课本里指定的名著．结果发 

现学生兴趣不浓；后来我们推荐整本的小说 ．全班一起 

读，有的同学喜欢 ，有的不那么喜欢。现在我认为．阅读 

是个性化的行为，我们可以整合主题 。让学生读同一主 

题的多本书。引发学生更深层次的共鸣和思考。 

2．有奖闯答、表演等这些形式自然好．但对八年级的 

学生来说，不仅要看书。还应该有背诵，并最后落实到笔 

头。背诵喜欢的段落、仿写这两个形式虽然在课堂上看 

起来没那么活跃，却能内化为学生的写作需要。访谈和 

辩论最能锻炼人的语言组织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现场 

表达能力。所以形式可以更多样，内容也可以更深入。 

3．本次读书活动．从读书到最后的展示，历时一个半 

月，同学们收获颇多。大家从最初怕写摘抄批注作业，到 

爱上自由思考和写作。主持词、采访稿、辩论词、课件以 

及整个读书活动的设计等．都由学生完成。这样的读书 

会，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胆量，更培养了他们的综合能力。 

4．书读完了，也做了摘抄批注，写了读后感 ．我们还 

能做点什么。让这个读书活动更深入?我让学生写了 

《阅读，真好》的现场作文。结果发现，孩子们的表达能 

力确实有了不少的提高。然后。我试着让班上最擅长写 

作的同学，做了一次《阅读，真好》的作文评讲 ，收到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 

阅读。让孩子更智慧、更快乐、内心更充实。在孩子 

们成长的道路上，让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和他 

们一起阅读，一起快乐．一起成长吧! 

★作者单位：广东深圳市宝安实验学校 。 

阅读：熙壳人生的心灯 

画 吴启华 向月凯 

为了追求高的升学率．很多学生受“功利主义”的 

影响。用“做”代替了“读”。学生的“阅读危机”一天比一 

天严重。 

“阅读危机”日益严重．我们该怎么办?是随波逐 

流．听之任之。还是正本清源．迎接挑战? 

我们选择了后者。挑战危机，就有机遇；化解危机， 

就能抓住机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强 

国之路，在于读书。摆正“阅读”的位置，教育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