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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本书阅读也越来越受到语文研究专家和一线教师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其的“新”,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学习

离不开阅读量的积累,充分而完整的阅读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成就感,而且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中职语文开展好整本书阅读教学

需做好课前阅读有指导、课中教学有力道、师生贵在有韧道三方面的工作。 

[关键词] 中职语文；整本书阅读；实践策略 

 

引言 

整本书阅读并不是现代人创造的新概念,也不是现代人提出的新的教

学方法, 早在《论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孔子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

无以言。”(《论语·季氏》),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很明显,这是

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文章。汉武帝时,设有五经博士学官,除专门掌管图书

和研究古今学问外,还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知识。这时的教学也是以整本书

阅读形式开展的,教材都是比较系统完整的一本本专业书籍。宋代大儒朱

熹整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从此,“四书”“五

经”成为读书人必读的整本书,而且,朱熹还专门写过《读〈论语〉〈孟子〉

法》《朱子读书法》等指导整本书阅读的文章。明清时期,“四书”“五经”

不仅成为学校日常语文教学指定教科书,而且也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后

来,我们不断地借鉴学习国外的教学思想,尤其是前苏联的教学思想,语文

教学慢慢地从整本书阅读发展演变成了单篇课文教学。 

整本书阅读不同于单篇课文的教学,关键在于全面,它能促进学生对

整本书的理解。《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年版)》已于2020年2

月印发,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被正式提出,这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是实属首次。

整本书阅读,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而

且能提升学生的综合阅读能力和文化素质,为社会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合

格公民。 

1 中职学生为什么需要开展整本书阅读 

(1)语文综合素养提升需求。笔者曾对122名中职学生课外阅读情况做

过调查,部分调查数据如下： 

表1  中职学生每年阅读课外书调查 

项目 0 本 1-2本 3-4本 5-6本 7-8本 9-10 本 11-12本 13本以上

人数 3 人 50人 31 人 22 人 6 人 4 人 1 人 5 人

比例 2.46% 40.98% 25.41% 18.03% 4.92% 3.28% 0.82% 4.1%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课外阅读量不大。语文学习的重要方法

是“举三反一”,没有阅读量的积累,语文综合能力提高很难。国内外已有

不少研究证明,广泛而大量的阅读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和理解能

力,而现在的语文教学还是以单篇课文为主。绝大部分中职学生都是在中

考升学考试时被筛选淘汰下来的,学习成绩一般,学习习惯未养成,学习兴

趣不高。而整本书阅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提高

学生学习成就感与满足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已经习惯单篇

文章阅读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如果能充分地利用各种闲暇时间,两

周左右的时间完成一本书阅读,对学生来讲是极大地鼓励,这种学习成

就感和满足感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提高阅读能力与语文

综合素养。 

(2)落实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改革要求。《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

程标准(2020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提出了中职语文学科核心

素养,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统领,将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划分为基础

模块、职业模块和拓展模块等三个模块,基础模块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基

础性内容,职业模块和拓展模块是提高学生职业素养,满足学生继续学习

与个性发展需要的选修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表2  中职语文模块内容、学时安排 

模 块 内 容 学 时

基础模块

专题 1 语感与语言习得(9 学时)

专题 2 中外文学作品选读(18 学时)

专题 3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18 学时)

专题 4 古代诗文选读(36 学时)

专题 5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选读(18 学时)

专题 6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品选读(18 学时)

专题 7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18 学时)

专题 8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9 学时)

144

职业模块

专题 1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作品研读(27 学时)

专题 2 职场应用写作与交流(18 学时)

专题 3 微写作(9 学时)

专题 4 科普作品选读(9 学时)

54

拓展模块

专题 1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专题 2 古代科技著述选读

专题 3 中外文学作品研读

不做统一

规定

合计 198
 

注：来源于《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年版)》 

这是中职语文教学改革中首次提出模块化教学概念和整本书阅读教

学理念,整本书阅读在基础模块中的指导课时为18课时。通过分析职业模

块和拓展模块的专题划分特点,笔者以为在实施这两个专题教学中,都可

以整本书阅读为路径普及科普知识、培养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研读中外

文学作品、加强传统文化传承。在实践层面,新课标要求阅读整本书,应以

学生自主阅读为主,课内注重阅读策略与方法指导,课外注重学生的阅读

实践。通过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积累丰富的语

言材料,获得阅读整本书的经验,形成适合学生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学生

的阅读欣赏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入学习和思考,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3)语文综合素养提升需求。语文教材选用的大多是单篇短章,文本篇

幅有限,内容有限,加之单元组合时编者对单元主题作了划分,而教师习惯

上唯教材至上,按照教材设定的主题开展教学。学生逻辑思维模糊,语文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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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方法单一,阅读实践能力不高。教与学被限制在狭小的格局之内,师生知

识面狭窄,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难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难

以得到提升。整本书往往是多种表达方式的融合,记叙、描写、说明、议

论、抒情兼备的,学生可以较完整地、丰富地见识、体会到不同表达方式

的妙处。阅读不同类型的作品需要学生掌握不同的思维方法与阅读方法,

尽管学术类著作偏重于逻辑思维,文学类作品偏重于形象思维,但多种思

维方法的运用能力会在阅读转换中得到锻炼,思维品质也会在阅读过程中

得到全面提升。整本书阅读也训练了学生根据不同的目的,能综合运用精

读、略读、速读、跳读等读书方法,从而获得个性化的丰富的阅读体验。 

(4)文化自信教育需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我们常说“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文化自信教育显

得尤为重要,只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信心,才会对自己的民族自豪,才会

有极高的民族认同感。让学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对自己本民

族文化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光靠读教材上节选的寥寥名著选篇肯定是

不够的,教师必须要引导、指导学生大量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如 基本的

“四书”“五经”“四大名著”,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2 中职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实践策略 

笔者从2017年开始,尝试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开展整本书阅读,期间有

过高潮,也有过低落,在摸爬滚打、反复实践中总结出了几点实践策略。 

(1)课前阅读有指导。开展整本书阅读之前,教师要引导学生做好准备

工作,包括明确整本书阅读的意义,确定阅读书目,明确学习目标和学习任

务,讲解不同体裁书籍的阅读方法, 好将整本书阅读纳入过程性评估。

“读什么”很重要,教师不能简单给学生指定书籍, 好跟学生商议确定,

不仅可以体现出教师的民主化教学管理方式,学生不会出现抵触情绪,而

且由于阅读书目是大家共同确定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生的重视,

无形中督促学生保持持续阅读。同时,“怎么读”也很重要,教师要教授学

生常用的一些读书方法,示范演示给学生。默读、跳读、猜读、浏览等都

是常见而又实用的读书方法,学生必须掌握。只有掌握好阅读方法,才能提

高阅读速度,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这也要求教师在单篇阅读教学中,

要积极建构从一篇课文到整本书阅读方法的渗透和迁移。 

(2)课中教学有力道。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适时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

与阅读进度。对于小说类书籍,可通过让学生复述故事的形式检查。教师

可以请学生选取感兴趣的章节进行阅读,并能够复述故事情节。力求做到

书中的故事“人人讲”,以确保每一章节内容都能深入阅读。人人讲“书

中的故事”,让每位同学都能够深入挖掘自己感兴趣的章节内容。对于学

术作品,则可要求学生概括主旨大意,尤其是作者的中心观点。在督查检查

中,可以运用过程性评估来引起学生的重视,督促学生持续阅读。在教学中,

教师应鼓励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样可以更好开展整

本书阅读交流研讨,带学生进入主题阅读和深度阅读,培养学生的深度思

考能力和高阶思维。 

(3)师生贵在有韧道。整本书阅读教学不能靠一时的热情,而要靠师生

理性的“韧”劲,贵在坚持。对于教师而言,开展整本书阅读费时费力,学

生学习效果也不会立竿见影,教师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坚

持不懈地指导学生,帮助学生,这势必会占用教师大量的课余休息时间。整

本书阅读教学不可能靠课内教学完成,有限的课堂只能讲阅读方法,实施

主要靠“课外”、靠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让学生在自由的状态下阅读。因

此,教师要有“业余”,学生要有“课外”,否则整本书阅读教学是不会有

发展的。而且,要求教师要不断地阅读,扩大阅读面。教师比学生“会读”

“多读”,才能教学生读书。在整本书阅读“热”的时候,教师还需要保持

冷静,否则也会流于形式。教师还应该多表扬、鼓励学生,不断地给学生加

油鼓劲,让学生保持良好的阅读劲头,能够持续性地阅读。 

整本书阅读的 终目的是让学生在阅读中迁移阅读方法,丰富自己

的精神世界,从而学会读书,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感受到读书的乐趣与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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