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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现在中学语文课外读物种类很多，王鹏伟先生编著的《人文读本》是比较有特色，也比
较实用的。其特点：一是内容丰富，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科普等诸多领域，给同学
们充分的选择空间，能拓展阅读视野；二是所选作品大都是适合中学生的美文，能引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三是和教科书及必修课的内容有所衔接，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或
者选修课材料。
  这次课程改革着眼于学生长远发展，增加了一些选修课，让学生有自己选择发展的空
间。各个学校条件不同，开设选修课的方式也不同，但目标都是让学生在学好必修课基
础上，能多读一些书，拓展眼界，活跃思维。除了学习课上的内容，同学们最好能多读
一些课外书。《人文读本》就
可以作为这一类阅读材料。
现在中学语文课外读物种类很多，王鹏伟先生编著的《人文读本》是比较有特色，也比
较实用的。其特点：一是内容丰富，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科普等诸多领域，给同学
们充分的选择空间，能拓展阅读视野；二是所选作品大都是适合中学生的美文，能引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三是和教科书及必修课的内容有所衔接，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或
者选修课材料。  这次课程改革着眼于学生长远发展，增加了一些选修课，让学生有自
己选择发展的空间。各个学校条件不同，开设选修课的方式也不同，但目标都是让学生
在学好必修课基础上，能多读一些书，拓展眼界，活跃思维。除了学习课上的内容，同
学们最好能多读一些课外书。《人文读本》就可以作为这一类阅读材料。  要有一个自
由阅读的心态，注意培养好的阅读兴趣。所谓自由阅读也并非漫无目的、随心所欲，最
好还是有大致的计划，而且是取法乎上，以经典的阅读为主。现在市面上常见很多作文
选析之类的书，对考试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如果满足于读这样一些书，停留在作文技
法的模仿阶段，水平终究是很难上去的。况且这类为应付考试的带“匠气”的书读多了
，还可能会坏了口味。所以还是要多读名篇，使自己的眼界和起点高一些。中学语文课
本来应该是能养成阅读兴趣的，人文的、感性的、审美的内容，都会在个性化的阅读中
唤起灵性和兴味；但如果只是瞄准高考，纯粹是应试的技能性的培训，甚至连课外阅读
也全都纳入考试的目标，那就容易扼杀了兴趣。在应试教育还不可能完全取消的情况下
，最好还是要兼顾一些，除了“为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自
己的爱好与潜力在相对宽松的个性化阅读中发展。反过来，人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
考试取得好成绩的。  我主张同学们把浏览和精读结合起来。浏览好比跑马观花，也是
培养兴趣拓展视野的一种读法。但更重要的是精读与通读，量不一定要多，扎扎实实读
完几种，真正有了一些自己的体验和思考，水平自然就逐渐上去了，而且也养成了扎实
的学风。也可以依语文课上提示到的作家作品为线索，顺藤摸瓜，找相关的书来看。如
课上讲到《诗经》，篇幅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再多找一些《诗经》的作品以及评论研究
《诗经》的代表性著述来读。这样，既可以加深对语文课中规定内容的理解，又扩大了
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可能引起思考和探究问题的兴趣。久而久之，良好的阅读兴趣也就
培养起来了。  现在诱惑太多，读书还真的需要一些毅力。那些流行的消闲文化，包括
影视和网络文化，以及各种流行读物，往往都比较能吸引人，给人娱乐和刺激。要求年
轻人不去接触这些流行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流行文化的适当消费，也
有利于青年人了解社会，融入社会。但这应当是适度的“消费”。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



年轻人只有尽量把持自己，不是被动地卷进流行文化，才能培养比较纯正的阅读口味和
习惯，使自己保持一种真正有高尚精神追求的良好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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