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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名著导读做加减法

——以《水浒传》为例浅谈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名著阅读指导
刘  卫

（常州市正衡中学天宁分校，江苏  常州  213018）   

【摘 要】作为一本在很多学生看来“死活读不下去”的经典，有效的《水浒传》名著导读有着很大的实践意义。长

期以来，名著导读是语文教师教学的短板和忽视点，甚至还有用阅读教学代替名著导读的乱象。名著导读缺乏深度与厚度，

学生获得的方法指导就不明确。在新语文教学形势下，名著导读的教学实践更需要走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阅读视野的

拓展。在名著导读中，语文教师应在阅读指导中，为学生搭建阅读名著的平台，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引导学生习得阅读方法、

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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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温儒敏教授所言，统编教材最大的特点是：

“读书为要”、“新教材专治不读书”。在这样的语

文教学新形势下，激发阅读兴趣、加大阅读量、习得

阅读方法、整本书阅读、接触经典就成了语文教师在

常规的阅读教学之外所面对的新挑战 [1]。

古典小说《水浒传》，作为统编教材九年级古典

文学专题的名著，旨在为学生提供较高难度的经典名

著。古典阅读学习讲述书中故事、评价书中人物和作

品思想价值的读书方法。使用相关资料理解作品的读

书方法，根据书中人物品质和内容谈论自己生活感受

的阅读方法，可以深化学生对名著的理解。

一、加一点示范——为学生搭建阅读方法之梯

语文教师作为学生名著阅读的引领者，要指导学

生阅读陌生的名著，自己首先要是这些书籍的深度阅

读者，对这些名著有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在重读名著时，按照统编教材中对于名著的不同

阅读要求和指导，能先于学生，体验和学习，并同时

示范给学生如何阅读这本书的方法。

语文教师在直观地指导学生阅读的同时，还要指

导学生在面对这样有着时代隔阂以及语言距离的作品

时，如何在遇到景物描写、次要人物、文言诗句等时

进行跳读、猜读，如何在遇到主要人物情节和描写时

进行精读。让学生与老师读同样的内容，才会让学生

在导读课上有强烈的阅读体验，才能让老师的阅读方

法指导有意义。

当然，“老师要示范给学生的，绝不仅仅是如何

阅读，我们希望学生在今后的人生中持续阅读、享受

阅读，那么就必须向他们展示一个真正的读者是怎样

生活的。”总之，只有老师变成阅读经典的一颗种子，

才能开出学生心中亲近文学、阅读名著的花。

二、多一些预热——让学生欣然步入名著之门

就像产品需要优秀的广告加以宣传，名著导读要

解决的一个很大的任务是激发学生阅读这本名著，甚

至是这一类作品的兴趣。那如何激趣？

最常见的方法是在名著导读课上除了一般的作家

作品介绍外，教师可在作品的亮点上下工夫，如用古

语“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激发学生好奇心；

用小说中的经典片段先吊起学生的阅读“胃口”；用

电视剧“剧照”、精彩片段吸引学生的目光等。

除了激发阅读兴趣，阅读指导时更需要给学生做

一些“心理建设”。引导学生走进小说，更要引导学

生在“放下”小说后能再一次鼓足勇气“拿起”小说。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先浏览目录，并鼓励学生在看不下

去的时候，求助同学或老师等。同时，针对如此长篇

小说阅读常见的语言理解有障碍，篇幅长、章节多、

没有时间集中读，阅读碎片化、不深入等问题，通过

名著导读课，指导学生用情节结构图复盘阅读，理清

作者思维网络，将厚书读薄。

三、拓一些宽度——让名著阅读不仅限于“读”

在阅读名著的过程中，最常见的误区就是，读书

成为了学生熟悉文本的唯一途径，教师用练习题代替

所有的检测方法。其实，除了练习题之外，能够引导

学生读完书的活动还有很多，教师可通过阶段性地设

计新颖的活动，让学生更乐于完成阅读。具体到《水

浒传》，教师可以设计的阅读活动如下：

1. 连环画排序

教师出示搜集的连环画图，让学生排序，并简单

介绍内容，帮助学生能回忆主要故事情节。

2. 人物名片

教师可让学生挑出自己最感兴趣的人物，设计人

物简介名片，帮助学生形成对人物的初步认识。

3. 水浒传手抄报

手抄报的形式不再拘于文字的介绍，学生还可以

通过绘画、手工等多种形式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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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浒英雄思维导图

《水浒传》情节错综复杂，人物关系网十分密集，

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让学生在制作的过程中，更有

效地理清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

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应定期开展，集中展示，全

班同学共同分享，相互借鉴，彼此讨论。通过每个阶段，

各个活动的开展，帮助学生达到熟悉小说的目的，进

而了解小说结构，对小说人物形成独特、鲜明的认识。

四、积一点厚度——让学生插上思考和质疑的 

翅膀

名著阅读的较低层次是读情节、读人物。而更高

的阅读体验是读思想，读情感，经典不讨百遍读。完

成了《水浒传》的阅读并不代表结束，阅读过程如果

始终没有任何问题和思考才是真正的问题。读完一遍

后的名著中依然会有学生不理解的情节，不了解的人

物。教师应鼓励学生围绕小说主题、人物形象、作家

写作目的等进行大胆质疑，积极思考。并可以围绕已

看完的《水浒传》进行各种语文实践活动。如“读书

报告会”“主题讨论会”“辩论赛”等实践活动；如

开展读书报告会，放手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思考成果和

独到见解；精彩的如“我眼中的宋江”“传奇式的英

雄——林冲”“梁山好汉忠肝义胆”“梁山英雄悲剧

的必然性”等读书心得；可以让学生的思维得以激发。

五、少一些喧宾夺主——让学生成为名著阅读的

真正主人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读者

的视角不同，思考和感受也会不同。每位学生都应该

拥有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和感受。教师的“导”在任何

时候都不能代替或影响学生的读，甚至将“导读”演

变成阅读教学，规定出所谓“标准答案”。教师应该

为学生搭建阅读名著的平台，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引

导学生习得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收获阅读习惯，提升

学生阅读深度。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做他们阅读的旁观

者、鼓舞者，他们阅读过程中的解惑者。

名著导读不能仅仅只是一节课，它应该贯穿学生

阅读小说的整个过程。从阅读前的心理引领和方法指

导，到阅读中的阶段性阅读活动的开展，到阅读完成

后的思想推进与深化。名著导读应把通过读好一本书，

指导、吸引学生会读一类书，扩大学生阅读范围，培

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做为最终诉求。只有这样，才能践

行新形势下对语文核心素养的养成、学生阅读量增加

的要求、最终使学生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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