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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研究】

依托课程标准与教材的整本书阅读教学

———以 《乡土中国》 为例

王国文， 王　 姗

（合肥市第十中学，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００）

【摘　 要】 整本书阅读在我国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面对走进教材、 走上课堂的整本书阅读，
教师应依托课程标准和统编教材确定整本书阅读目标，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重视通读全书， 在课堂中

组织情境阅读活动， 以提升 “这一类” 书的阅读经验， 保证整本书阅读教学规范而有效， 摆脱整本书

阅读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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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乡土中国》 等书作为整本书阅读书籍引

入高中语文统编必修教材后， 整本书阅读成为日

常基本教学任务。 但具体实践时却令许多教师感

到为难： 学校的备课与教学追求内容一致、 进度

统一， 而学生阅读整本书的进度相较精读课文更

不可控， 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 整本书阅读的推

行并不顺利。 其实， 整本书阅读的选定书籍既然

编入了现行教材， 其与我国课程标准及统编教材

的契合度必然更高、 适应性更强， 较之以前的

“各行其政”， 现在的教学策略不仅能保证一线教

师的整本书阅读教学规范而有效， 还便于阅读教

学的多方面协调。 本文以 《乡土中国》 为例， 谈

谈如何依托课程标准与统编教材， 突破当下整本

书阅读困境。

一、 心有目标， 眼有整体
《普遍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以下简称 “课程标准” ） 课程内容中

要求 “……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 拓展阅读

视野……提升阅读鉴赏能力，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 ［１］１１， 并且要求学生 “在阅读过程中， 探索阅

读整本书的门径” ［１］１１， 要求教师 “重在引导学生

建构整本书的阅读经验与方法” ［１］１２。 统编教材在

《乡土中国》 的阅读指导中提出了阅读的总要求：
“读通、 读懂， 理解基本内容， 并力求触类旁通，
掌握学术著作的一般读法。” ［２］５０ 也就是说， 依托

课程标准及教材要求， 教师可以确定 《乡土中国》
的整本书阅读教学重点为： 读好 “这一本” 书，
教好 “这一类” 书， 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掌握学

术著作和整本书的阅读方法， 让学生学会阅读。
据此， 笔者将 《乡土中国》 整本书阅读教学

目标概括为：
１ 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引发阅读期待， 引导

学生综合运用精读、 略读和浏览等方法读通、 读懂

《乡土中国》， 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特点。
２ 理解书中的重要概念， 把握作者的学术观

点， 探究作品的语言特点和论述逻辑。 在阅读中

发现问题， 发展和提升思维水平。
３ 积累学术类著作的阅读经验， 触类旁通，

掌握学术著作的一般读法， 提升阅读和表达能力。
４ 阅读相关评论和其他资料， 把握本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