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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即话题作文“补课”的构思问题，先让学生把握话

题中心，再把指导的重点放在“多角度的构思立意”上，

从时间、地点、对象和方式、课的内容、补课的心理感

受、表现的角度等方面发散学生的思维。可以说，学生

从中认识到作文构思的几种基本模式，开拓了思维的

广度。可惜的是，教师往往容易说得太多，过多充当主

角，而学生则所获甚微。学生体会不到作文构思的乐

趣，其构思能力自然难以真正提高。教师若真正做到

有“指”有“导”——教师指出几个构思的角度，对每个

角度的具体内容引导学生畅所欲言，学生自然就能体

会到创造的无限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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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经典诵读的误区及建议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学教材研究室 杨建国

近些年来有关经典诵读的话题越来越热，特别

是小学阶段，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小学阶段是

记忆的黄金时期，应该抓紧时间大量背诵。然而，当前

上演的小学经典诵读热存在着许多误区，且呈愈加严

重的趋势。我们需要纠正偏差，明确重点，引导其走向

正途。

一、小学经典诵读存在的误区

小学经典诵读存在的误区，主要体现在经典作品

的选择有偏差、背诵经典的用意有偏颇、背诵经典的方

法欠科学等方面。

1．经典作品的选择有偏差

一方面，夸大蒙学读本“三、百、千、弟”的作用。《三

字经》据说是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所编，该书

具有识字、广见闻、传授知识与封建政治思想教育等功

能。《百家姓》据说是北宋初年钱塘的一个书生所编撰

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很像

一首四言诗。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

学好记。《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期（502-549）编

成的，编者周兴嗣。《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

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

外、待人接物、求学应有的礼仪与规范，特别讲求家庭

教育与生活教育。“三、百、千、弟”的形成过程和文化背

景，反映了当时环境下，小学生无法拥有我们今天这样

的学习资源。在众多的蒙学识字课本中，这几种编得

较好，流传较广，但不管怎样，它们只相当于今天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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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课本，其经典文化价值含量有限。

另一方面，历代经典散文被打入冷宫，如被公认为

经典中的经典的《古文观止》。清初山阴（今浙江绍兴）

人吴氏叔侄选编的《古文观止》一书，至今影响仍然很

大。起初，他们只是为给童子讲授古文编了一些讲

义。后来逐年讲授，对古文的见解越来越深，讲义越编

越精，以致“好事者手录”而去，“乡先生”读后有“观止”

之叹。这样的选本如果让小学生大量背诵，对其语言

文学功底的作用不言而喻。

2．背诵经典的用意有偏颇

如今，只要走进学校听小学生诵读的经典，绝大

部分离不开“三、百、千、弟”。有时我去学校参加活动

会看到整个学校操场上学生齐诵的场面：“父母呼，应

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

承……”孩子们那稚嫩的声音会让教师和家长感到很

开心，没有人对背诵文章持反对意见。可是背诵经典

的用意何在呢？从“三、百、千、弟”的成书经历来看，我

们不难发现这类书兼有很强的道德教育功能。但是，

这类蒙学教材里面包含的一些道德行为准则未必完全

适应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甚至会对学生造成误导。那

么，诵读经典的目的是为了道德教育，还是为了训练学

生积累语言文字呢？从学生学习语文的角度来讲，该

类书无法与历代散文相比，对学生习得语言帮助不大。

3．背诵经典的方法欠科学

近些年在小学界有关吟诵的热潮越来越高，许多

专家通过各种形式不遗余力地推广吟诵，有人甚至认

为中华传统经典非吟诵难以读好、学好，其观点甚为偏

激。我不太赞成某些说法：“以前，每个文人都是作曲

家……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唱，自己听。人人都

是音乐家，人人都唱自己的歌。”（徐健顺《吟诵——中国式

读书法》，载《小学语文》2011年第11期）是否古代每个文人

都是作曲家，我们已无从考究。像鲁迅说的“杭育杭育

派”文学家那样（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也许

还不能登大雅之堂。吟诵即有节奏地诵读诗文，是个

较复杂的形式，成人做起来尚难以把握，对于小学生而

言，只能学个皮毛而已，大都走了样。许多教师把吟诵

奉为圭臬，让小学生咿咿呀呀，摇头晃脑来读经典，其

实大可不必。我不反对让学生了解一点吟诵知识，但

不要强调过分，不必要求每个小学生都掌握。现在许

多教师在搞吟诵，其吟唱的调子都是自我发挥，没有固

定的格式，往往跟着感觉走。这样一来，常态化的朗读

训练都没有抓好，学生不会正确朗读，对诗词文章更难

以达到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这个教学基本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求吟诵无异于邯郸学步。

二、小学经典诵读实施建议

小学阶段学习语言，养成良好习惯，打好扎实基

础，这将对以后的整体提高至关重要。经典诵读的确

对小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颇有裨益，因此怎样科学、有

效地开展经典诵读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在教学实践

中，我总结了以下几条经验。

1．大量背诵，不求甚解

作为经典诵读，大量背诵这个理念得到了广泛的

赞成。在背诵过程中，即使不理解那些优美的文章也

没关系，可以先记下来，印在脑子里，这些记忆的美文

最终总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学生的阅读、写作以及认识

世界的能力。因此，在经典诵读中应始终贯彻“粗知大

意，不求甚解，大量背诵，训练朗读”这一理念。

2．诵读技巧，正确引导

俗话说，熟读可以成诵。古代有多种读书方法，

流传到今天的吟诵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记忆方法。有

的学校让学生唱读记忆，有的强记背诵，有的编故事

记忆……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记住都行。但是，不宜

片面夸大某种方法的效果。平时最常用的朗读方法才

是学生应该掌握的，教师在课堂上要重点指导，正确引

领，做到读准字音，正确断句，读得通顺流利且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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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背结合，保证底线

中华古今经典文化如汗牛充栋，卷帙浩繁。作为

小学生，从低年级段的识字写字起步进入阅读，要经历

边识写生字边进行阅读巩固的过程。语文学习离不开

大量阅读，因而课外阅读的开展不容忽视，特别是经典

阅读对提高学生的语感非常重要。背诵作为语文学习

中培养语言习得能力的方法，效果比较明显。我们要

把阅读经典与背诵经典结合起来，设定让所有学生都

必须完成的背诵篇目的数量底线，日积月累，打好扎实

的基础。

4．经典知识，融入诵读

作为经典文献，都有其独特的魅力。经典文化中

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知识，将这些经典知识传授给学生，

也是经典诵读的一项功用。当然，小学阶段的学生毕

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有限，因此要有选择地传授相关

的知识，避免拔苗助长，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同时

还要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安排知识序列，

做到合情合理。

5．语文课堂，有机整合

现行的语文课本中，同样选编了优秀的文章，这些文

章应该说绝大部分代表了当代人们认为的经典范文。如

何把课本中的典范文章与课外的传统经典有机整合，也

是教学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传统经典与课本知识传

授相结合，才会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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