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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名著导读部分一共设计安排了十二本名著，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四部，

分别是《朝花夕拾》《骆驼祥子》《傅雷家书》和《艾青诗选》。基于作品本身，以散文、小说、诗歌

和应用文体不同体裁为切入点，探究作品本身独特的个性化教学价值。结合教育部的理念指导，通过对

作品文本的研读以及对一线语文教师的教学笔记分析，能够知晓落实初中语文“名著导读”整本书阅读

的教学对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和传承中国精神文化瑰宝都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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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elve famous work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for Junior High School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ur of them a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Dawn 
Blossoms Plucked at Dusk”, “Rickshaw Boy”, “Fulei’s Family Letters” and “Selected Poems of Ai Qing”. 
Based on these works, taking different genres like prose, novels, poetry and practical writing as start-
ing points, we explore their unique teaching values. Combined with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Minis-
try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texts and 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notes of front-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t’s known that implementing the whole-book reading teaching of “Famous Works 
Guidance Read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ents’ core lite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hina’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tr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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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可知，语文核心素养有四个维度，分别是语言构建与运

用、思维发展与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审美鉴赏与创造。另外，初中语文教学目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

开，分别是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其中阅读教学在整个教学中占有重要比

例[1]。所以如何通过阅读教学的实施来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就是非常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

传统的语文课堂，阅读教学大多是单篇文章或者节选文段，已经有许多前辈们的优秀研究成果对语文阅

读教学进行实践性指导。然而初中语文“名著导读”板块的整本书阅读教学却是近年来才逐步引起重视

的部分，这些书籍都是经过时间的沉淀，专家的研讨和教育部审核的重重关卡才被入选教材，每本名著

书籍都具备其价值。精研价值，能够帮助教师优化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从而促进学生语文素养全面

发展。 

2. 核心素养与初中语文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概述 

核心素养指的是能够支撑一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知识储备与核心能力。新课标中的语文核心素养包

括四个方面；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2]。 
现当代文学指的是 1917 年至今的所有文学作品，包含国内外现当代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不同

体裁。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四部，分别是《朝花夕拾》《骆驼祥子》《傅雷家

书》和《艾青诗选》。部编版初中语文名著导读的选编具有科学性和导向性，既包罗万象又是适合中学

生综合发展的选材，广泛涉猎古今中外。之所以选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教学价值研究，其一是更

接近学生当下生活，便于理解，其二是这四部作品展现了散文、小说、诗歌、应用文体四种不同体裁，具

有代表性。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收集了十五位教师的初中语文名著导读教学笔记，通过内容分析法，对

其中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名著导读部分选取了六十篇笔记进行研读分析。以下是部分典型教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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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教学笔记：此本散文集旨在让学生领略作者鲁迅的童年与青年经历，感受时代风貌，以及作者传

递的儿童教育思想。应当加强时代背景的解读，学生才能更好的理解文本思想内涵。 

《骆驼祥子》教学笔记：小说教学价值之一是让学生感悟底层劳动人民命运艰苦，体会社会黑暗。然而当代初

中生生活经验不足，可以尝试借助影像资料帮助理解。 

《艾青诗选》教学笔记：诗集重点在于让学生领略诗歌语言韵律魅力，以及感受爱国情怀。但教学过程中对诗

歌意象挖掘不深，后续要加强引导，提升审美鉴赏能力。 

《傅雷家书》教学笔记：书信体是文学常识之一，需讲解普及，同时使学生感受深沉父爱，领略教育智慧。 

根据布鲁姆的三维教学目标，可以从三个维度发掘“名著导读”的教学价值[3]。一是知识与能力目

标，让学生了解创作背景，积累文学常识。二是过程与方法目标，“名著导读”教学也是整本书阅读教

学，可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三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经典名著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能
够让学生陶冶情操。 

3. “名著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共性教学价值分析 

结合新课标倡导的语文核心素养，能够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部编版初中语文“名著导读”中国现当

代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共性价值。 

3.1. 语言建构与运用 

语言构建与应用，是语文学习的基础知识性目标，通过词汇的积累和逻辑的训练来学生的阅读理解

和语言表达。《朝花夕拾》的语言简练富有诗意，散文化的语言饱含哲理，鲁迅擅用多种修辞使得文章

生动；《骆驼祥子》的语言具有浓厚的北京地域特色，是“京派小说”的代表，能够学习不同地域的语言

风格；《傅雷家书》的语言朴实真切，娓娓道来，展示了书信体的真情实感；《艾青诗选》的语言激情澎

湃，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些不同体裁作品都为学生积累丰富的语言

素材提供了优质范本，值得一读。 

3.2. 思维发展与提升 

思维发展不仅依靠数理类科目训练，学科语文也担负着这个任务目标。《朝花夕拾》中，透过鲁迅

对往事的回忆和思考，学生能够感知其批判精神学习辩证思维；《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命运跌宕起伏，

能够让学生了解个体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养成整体宏观思维格局；《傅雷家书》中傅雷对艺术、人生的

见解，能够让学生初步感知创新思理念；《艾青诗选》中诗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思考，也能激发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培养全局观念。 

3.3. 审美鉴赏与创造 

审美创造与鉴赏，属于布鲁姆三维目标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朝花夕拾》充满了童真童趣和

温馨的情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让学生感受到自然之美和童年的欢乐；《骆驼祥子》展现了社会底

层人民的艰辛无奈，让学生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环境；《傅雷家书》充满了父爱和对艺术的追求，

让学生感受到亲情和艺术之美；《艾青诗选》以独特的意象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让学生领略到诗歌的别

样魅力。 

3.4. 文化传承与理解 

《朝花夕拾》以回忆性的笔触书写了鲁迅童年和青年经历，反映了中国旧社会的风貌和传统文化；

《骆驼祥子》描绘二十世纪初军阀混战时期人力车夫祥子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当时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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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傅雷家书》中，傅雷对子女的教导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艾青诗选》则

是书写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以及人民的苦难抗争，以深沉的笔墨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四部作品以不

同时代为背景，为学生打开了了解历史的窗口。 

4. “名著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作品个性教学价值分析  

4.1.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在 1926 年到 1928 年间撰写的十篇散文合集，有写人也有记事。教学价值一，

鲁迅的童年。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散文了解到作者鲁迅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经历和心理历程。例如

《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都对鲁迅先生的童年进行了叙述，在

教学过程中可以将此三篇联系起来教学。让学生对鲁迅的个人经历有一个整体的感知印象，能够更加

走近作者，了解时代社会背景。教学价值二，鲁迅笔下人物刻画。虽说《朝花夕拾》散文集有记事与写

人，但记事散文也在刻画人物形象。 

4.2. 《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现代作家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刻画了车夫“祥子”的小人物形象，描写了“祥子”

无法挣脱社会背景下悲剧的一生。长篇小说的整本书阅读教学价值可以从阅读方法指导和小说内容分析

两个方面探讨。一方面是阅读方法，最基础的就是引导学生圈画批注，借助思维导图理清小说脉络结构。

其次是学会精读与跳读，对于不影响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的部分可以选择浏览。对于精彩细节，例如反

映人物性格思想的语言神态等可以精读。另一方面是小说本身分析，从“祥子”人物形象刻画、悲剧的

社会原因和“京味儿”语言三个方面进行展开。价值一，抓住祥子的奋斗与毁灭为线索，串联祥子三起

三落的人生。学习小说跌宕起伏的情节构造，感受小人物的吃苦耐劳。价值二，探寻人物悲剧的社会原

因。《骆驼祥子》“以小见大”，通过对小人物“祥子”的刻画，以及对“洋车夫们”的描写，来反映剥

削阶级社会小人物难以与命运抗衡。价值三，“京话儿”语言特色。“京话儿”语言特色应该作为重点教

学，不仅能够丰满人物形象，也能够更好的传播北京地域文化。 

4.3. 《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的作者是一名翻译家，翻译了许多国外著作。作家自身开阔的视野和先进的教育理念，

促使了《傅雷家书》的问世。这本书的教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上。 
一方面是傅雷教子有方的智慧，另一方面是父子情深的感情。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结合生

活实际谈谈《傅雷家书》的阅读感受及启发。可以采取自主合作探究的小组学习模式，将课堂还给学生，

激发阅读交流的兴趣。 

4.4. 《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诗选收录我国现代诗人艾青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创作高峰期所写的现代诗歌。对于诗

歌的教学，我们需要重点把握分析的是诗歌的语言、意象和诗人所想表达的情感。诗歌的情感抒发都具

有一定的时代背景色彩。《艾青诗选》需从“如何读诗”和“诗歌美”两个方向进行教学价值分析。诗歌

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体裁，诗歌具有语言精练和韵律美的特点。艾青的现代诗不像古诗讲究工整，

又常常运用排比、复沓使得韵律流畅。诗歌语言，或清婉简约或豪迈奔放，不同语言风格表现诗人不同

性格特点也展示着作品的思想内容。诗歌意象，或借物喻人，或借景抒情，那这些景和物便是意向。体

会诗歌感情，教学过程要引导学生通过诗歌语言和意向准确把握诗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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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展望  

散文具有“形散神不散”的特点，《朝花夕拾》十篇散文都有共同核心思想，是对“吃人社会”的批

判，对“救救孩子”的呐喊。所以在进行单篇教学的时候要注意整体思想的把握，和各个单篇之间的联

系。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其中人物和情节又是重中之重。在《骆驼祥子》的

教学中要重点分析小说的不同创作手法对人物形象刻画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傅雷家书》是一部书

信体裁的文学创作，教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上。一方面是傅雷教子有方，另一方面

是父子情深。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谈谈《傅雷家书》的阅读启发。《艾青诗选》里

“诗歌美”则主要表现在“太阳”“土地”等意象美和散文化“自由体诗”的形式美，需把握自由体诗教

学价值。 
在核心素养的背景下，众多学者对“名著导读”整本书阅读教学展开了深入研究。在实际的调查中

发现，很多教师既“困”于“整本书”名著教学的内容复杂，又“惑”于教学课程安排之多，感到“整

本书阅读”理念下名著教学的实施之难[4]。所以精准有效把握名著阅读的教学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明确指出：“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的正

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阅读素材丰富，

尤其是在名著阅读环节，教师应从整本书阅读的高度，统筹初中语文名著“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方式，

使其凸显并提升学生文化自信、增强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深化学生阅读思维发展、激励学生审美创

造的重要作用[5]。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蕴含着中化文化瑰宝，还有待更多深入价值的挖掘，在此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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