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论文
题目(优秀8篇)

运动会是学校最盛大的活动之一，让我们全力以赴！怎样提
高个人运动技巧并在运动会中表现出色？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精彩瞬间照片，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上一届运动会的
盛况吧。

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论文题目篇一

今天上了一节名著阅读课，前一节课的时候，我做了铺垫，
主要从最近班上学生在学名著阅读的笔记中看出的进步讲起。

我告诉学生，最近读书笔记主要进步是大部分的学生能自己
独立完成，只有小部分的学生的名著阅读的笔记是直接抄名
著里的内容，连概括也没有，只当了一名文字搬运工，还有
一部分学生不仅能够对名著进行阅读概括，而且还能把名著
和自己的直接的生活，比如自己本身的生活，或者看到的别
人生活以及和间接的生活，比如来源于书本生活结合起来，
这说明了我们同学的阅读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说：阅
读指导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从中汲取了
精神的力量，尤其是一部分同学通过阅读看到了自己的性格
中存在的一些的弱点，有的.一部分同学甚至准备有计划的改
变，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许多同学会在灵魂和思想上进入
了更高的层次，并且通过阅读获得更多的知识，拓宽了视野，
从而更加容易地理解人生社会这两本大书。

其实，上边讲的许多内容当然并表明学生真的有这样的水平，
而只是一部分的学生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我还是强调了阅读
对人生的影响，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觉得引导比批评好，
让学生明白这样的阅读是一个会被老师表扬的行为，让评价
起一个导向的作用。前一个阶段，学生一般只停留在对内容
直接抄写或者摘录，能力高的当然能概括一些，现在已经有



不少个学生能够把阅读同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虽然这些进
步是微小，但好歹总算是有进步。为了让学生把读写结合起
来。也为了他们阅读不至于浮光掠影，我要求学生些阅读笔
记，但前一个星期我没有布置学生写读书笔记，今天我统计
一下，前个星期回去看名著阅读的学生人数只有八个，说明
了老师前拉后推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入门阶段，不少的学生
恐怕是难以理解名著的内涵，而且不理解的地方可能相当多，
影响了他们阅读的连贯性，因此，他们阅读是比较被动的，
还要牵着他们继续阅读，到了入门之后才可放手。我个人是
这样认为，一些事情之所以有兴趣并不是天生的，接触多了，
了解就深了，然后就有了兴趣，这些接触有的是偶然，有的
可能是强迫的，就像封建社会婚姻虽然缺乏选择，但似乎并
不一定比现代人不幸福。

在阅读课一整节课里，绝大部分的学生很认真，只有三个学
生看到二十分钟后开始趴着，这些趴着学生虽然我提醒了，
但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有两个可能睡过去，因为我让他直起腰
的时候，发现他的眼睛是红红的，当然，这些都是极差的学
生，差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坚持，他们能看二十分钟已经
是很看得起老师了，对他们来说，二十分钟就是极限。这一
节课，还教学生如何写读后感，这本来是以后的技能，但是
提上来学，学生也没有学过议论文，还要慢慢的学。

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论文题目篇二

一、内容简介：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影响的一部作品，它
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
估量的深远影响，它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
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
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
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



《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把人物放在惊
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
塑造，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
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
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
心动魄。

全书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
活泼。

二、指导目标：

1、通过让学生阅读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了解东汉末年
社会现实的动荡和黑暗及魏、蜀、吴三个政治、外交、军事
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欣赏书中众多鲜明饱满的人物形象
和气势恢弘的战争场面。

2、了解《三国演义》在文学式上的艺术成就:战争描写和人
物塑造，学会欣赏作者的表现手法，怡情养性，陶冶情操，
开启心智，提高审美能力。

3、师生共同探讨阅读方法，激发学生自行阅读的动机，培养
终身阅读的习惯。

三、阅读计划：

期初进行阅读《三国演义》的导读以后，每天阅读15分钟，
阅读能力较强的可自行安排阅读量，利用每周阅读课师生共
同阅读，老师为学生念读故事，师生探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
学生朗读自己感兴趣的章节。月末进行一次阶段性汇报，完
成读书卡各阶段要求，交流各自读书方法，每月评选一次阅
读之星。



具体安排：

第1周布置购买《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导读，明确阅读
方法，

第2周检查《三国演义》的购买情况，并要求每日读15分钟左
右，至少读完一回的内容，并明确做批注的方法要求。发放
读书卡。

第5周国庆长假，阅读三国演义，并出一期读书小报

第6----9周第二阶段阅读到第48回，制作三国人物资料卡

第10--15周第三阶段阅读到72回，复述“赤壁之战”的经过。
评选“评书员”

第16--19周第四阶段阅读至96回，月末举行“我知道的三国
成语”交流活动

第19周--寒假第五阶段阅读到完。全文回顾。选择一点写读
书笔记。完成问卷调查。

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论文题目篇三

阅读指导要求：

1、指导阅读一段《三国演义》中的文字，教给学生阅读及解
决问题的方法;

2、学生汇报自己所喜爱的《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及故事;

3、以故事及故事中的人物为主线，达到指导学生读懂书中语
言文字的目的。



阅读指导重点：

以小故事及故事中的人物为主线，达到指导学生读懂书中语
言文字的目的，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

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1～)

1、课件出示我班开展课外阅读的情况，我班读《三国》《水
浒》的缘由。

2、同学们，这学期我们阅读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施耐
庵的《水浒传》，这堂课，我们一起来重点聊一聊罗贯中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和故事。

二、指导学生阅读一段《三国演义》中的文字——《白门楼》
选段(23～)

1、《三国演义》中有许多精彩的故事，让我们读过之后仍回
味无穷，请欣赏《白门楼》中一段精彩的片段。

出示《白门楼》的片段，学生拿出打印好的片段。

2、教师指导学生借助字典阅读文字

请大家按这三点要求阅读手中的文字：

不会读的字查字典解决;

读不通的句子多读几遍;



读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人。

学生阅读，教师巡视，解决个别学生遇到的问题。

3、请一学生大声朗读这段文字。

要求：读正确，读通顺，读出古文的味来。

4、重点询问几句话的意思，以检查学生是否读懂了文字。

如：

“缚太紧，乞缓之!”

“我既被擒，有死而已，别无挂念。”

“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救乎?”等等

5、讨论、读法指导

抓住其中的几句话，联系《三国演义》中的上下文，理解内
容。

如：

“你心术不正，所以我才离开你!”

“丞相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大耳贼不记得辕门射戟了吗?”

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指的是什么故事?

同学们，读书就应该这样，读了上文想下文，读了下文回顾
回顾上文，要上下文联系起来读。



你是从哪句话读出来的?

三、学生汇报自己所喜爱的《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及故
事(14～)

1、过渡

点名几个学生说说。

过渡：你能按照以下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2、学生介绍给自己印象最深的人物

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谁;

此人的姓名、外表介绍;

讲一个关于这个人物的小故事;

从这个故事中我知道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其他学生提问：你在读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你是怎么解
决的?

学生讲完后，教师评一下，抓住“我读”，读过《三国》之
后我自己的理解，可以听一听单田芳的评书。

3、(机动内容)这些人物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吗?(或者使用
什么样的兵器)

学生展示道具，教师询问如此制作的理由。

学生再展示道具，别的学生询问如此制作的理由。

教师引导学抓住书中的有关文字描写来回答。



四、总结、拓展(2～)

《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是家喻户晓，其中有许多话更是耳熟
能详，大家请看：

出示三国中最精辟的十句话

读一句问：这句话说的是谁?如若有的话答不出来，就请他回
去之后再好好看看书。

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论文题目篇四

1.立意较好，也很有研究价值。但此题构架和内容都比较庞
大，也需要较强较成熟的独立研究能力，因此，对于本科生
来说，难度不小。如果作者能多吸取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
并加强对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则更能帮助其在论题的论证上，
理顺逻辑，顺畅思辨。在论文陈述上，还需大胆自信，这样
才能提高临场语言的提炼能力，对问题的应变能力。

2.该平面广告作品整体感觉统一协调。作品表现出一定的制
作水准。色调搭配较一致。主题表现突出。能有效的融广告
元素于作品中。板式设计较好。但是，在某些色彩搭配上还
值得思考。

3.该平面广告作品体现作者的原创性。广告设计的原则之一
就是独创性。这副作品正是体现此原则。作品能科学有机的
表现主题。色调整体搭配和谐。但广告词仍然不够精辟，吸
引力度不够。

4.该作品在选材和选用制作工具得当，能较好的表现和谐社
会的主题。作者设计思路正确，色彩搭配得当。符合审美标
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品整体缺乏独创精神。

5.该生设计思路清晰，条理明确。在设计过程中认真听取意



见和建议。作品主题突出，表意明确，色彩搭配合理，版面
整体美观大方。但创新点还是不够，图形设计功底不足。

6.作品思路条理清晰，较好的体现当前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作品整体效果较好且正确运用各种形式
的审美法则。但是广告标题和广告语与主题之间联系还不够
紧密。

7.该生在设计作品的过程中，虚心请教，认真把自己所学的
广告基础知识运用在创作中。作品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主题
明确。条理清楚。色彩搭配一般。创意一般。

8.该作品整体采用简约式的表现手法。简单的图案搭配。直
奔主题，表现清晰自然。效果一目了然。直叙式表现形式运
用得淋漓尽致。但是，由于构图简单，不免给人单调之感。

9.该作品设计方向明确，与主题紧密结合，能较好表现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之一主题。界面安排合理，绘图规范。色彩搭
配较为得当。但是，在整个作品中，我们发现作者创意灵感
不够，独创性不足。

10.该生在完成在作品的整个设计过程中态度积极，充分发挥
了自己创作的能动性。该作品表达的主题正确鲜明。结构合
理，整体效果良好。但应该认真提炼主题，创作出记忆犹新
的广告语。

11.该作品能科学完整地表现主题，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创
新精神。构思独特，巧妙。具有一定的设计水平。符合平面
广告的构成要素。但是，在色彩搭配时还显得单调。

12.该平面广告作品创意独特，充满创新元素。能正确运用形
色空间明暗等美感元素。构图完整合理和谐。正确运用计算
机软件作图，具有一定的制图基础。但是，在一些元素的细
节搭配时还不足。



13.该作品体现作者的原创性。在制作过程中，作者参考的元
素很多，同时，能巧妙的灵活运用到实际的创作中，此举值
得学习。色彩整体搭配较和谐。结构严谨。但是，广告语和
广告标题与图片联系的力度还不够。

14.该生具有扎实的广告专业基础知识。构图结构合理。版面
整洁。绘图规范。能较好的表现设计主题。符合设计的基本
要求。但是，此平面广告的整体效果一般，应该加强整体效
果的设计考虑。

15.该作品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给广告受众一定的视觉感
染力。整体效果统一自然。注意整体结构的布局。留给大家
想象的空间。但广告语还不够经典，还有些色彩的细节忽略
了。

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论文题目篇五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军起义后，宦官掌权，群雄争霸，
渐变为以刘备为首的蜀国、孙权为首的吴国和以曹操为首的
魏国如何斗智斗勇分割天下的故事。

蜀国刘备是汉室宗亲，他和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大哥刘
备字玄德，忠厚仁义;二哥关羽字云长，赤面长须重义气;三
弟张飞字翼德，生性鲁莽，行侠仗义。三人为拯救天下而招
兵买马，成为三国中的蜀国主要人物。

刘备的仁义让我万分敬仰，连占城池都要仁义，刘备的表哥
刘景升死了，他本可以取荆州，但他认为这么做不仁义，于
是荆州便落入曹操之手。

关云长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重义气让我特别佩服。他和大
哥刘备失散后来到曹营，曹操爱才，对他很重视，可是关羽
知道了大哥的消息后，便过五关斩六将，去寻找大哥刘
备。“千里走单骑”说的就是关羽。



蜀国里最聪明的要算孔明了。他最漂亮的计策是“空城计”。
城内无一兵一卒一马，只有诸葛亮和几个小吏，敌军突然来
袭，诸葛亮让小吏出门扫地，并且城门大开，自己则在城门
楼弹琴，敌军怀疑城内有伏兵，不敢轻举妄动，急忙撤军。
诸葛亮未动一兵一卒，吓退了来进攻的敌军。他的空城计用
得十分巧妙。诸葛亮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本领就是能掐会算。
在赤壁之战中他知道哪天刮东风，真神呀!

蜀国里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是赵云，赵云煞是神勇，十
万大军被他一个人打败。

东吴少主孙权是个聪明的人。他的手下有周瑜、鲁肃。孙权
九岁时候从敌军大营里要回父亲的尸体足以看出他的聪明勇
敢。

周瑜是吴国一员大将，他最漂亮的战役是赤壁之战。赤壁之
战是以少胜多的战役，把曹操打得落花流水，仓皇而逃。周
瑜最大的特点是肚量不大，爱生气而且固执。他多次想杀诸
葛亮，却败在诸葛亮的计谋之下。诸葛亮三气周瑜，最后亮
把周瑜气死了。充分表现了周瑜心胸狭隘。在荆州之战中周
瑜不愿回东吴养伤，众大臣奇怪，鲁肃说：“他不是养箭伤，
而是在养心伤。”“心伤是谁给的?”一个大臣叹了口气
说：“是诸葛亮给的啊!”“不，”鲁肃摇了摇头：“是他自
己给自己的啊!”所以周瑜之死是被他自己的心病所害。

鲁肃是东吴唯一一名文臣，性格忠厚朴实，他力邀诸葛亮来
东吴劝吴候和刘备联盟，荆州失去后他又来到蜀国讨荆州。
经过鲁肃的周旋，避免了吴蜀之战。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嘻嘻!!

这曹操是三国中我最佩服的人物了。最后他虽未得天下，但
他是文武双全。他的计谋虽比不上诸葛亮，但也非常善于用
兵，只可惜，他的计谋大多数是奸计，而且“挟天子以令诸
侯”，真可谓“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曹操于周瑜恰好相反，曹操表面上看似气量宽大，他放走关
羽，却设了五个关卡拦路，当他再次与关羽狭路相逢时，曹
操用昔日之情感动关羽，最后关羽放了他。

三国演义实际上是一本计谋书。诸葛亮早料到忠厚义气的关
羽会在华容道放了曹操，却派他把守华容道，是因为周瑜想
把杀曹操的帐记在蜀国的身上，让蜀魏相争。诸葛亮夜观天
象，曹操命不该绝，而且魏蜀吴三国鼎立有助于当时处于弱
势的蜀国的发展。所以曹操不能死。怎么放曹操，谁来放曹
操更合适?——关羽。关羽华容道放曹操实际上是诸葛亮的计
谋。

读三国让人长谋略。正如三国开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
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
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国演义》阅读指导教学设计

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论文题目篇六

幼儿时期是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事物极
感兴趣，求知欲极强，想像力和创造力均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三至四岁的幼儿语言有了一定的发展，初步掌握了一些概念，
能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愿望，回答别人对他的提问。

在幼儿早期的学习中，阅读兴趣、习惯和能力的培养对幼儿
学习能力的提高，智力的开发及终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众观古今中外的神童，他们都具有早期阅读能力。幼儿早期
掌握了阅读的能力也就掌握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在我
从教的经历中也曾遇到几个具有早期阅读能力的孩子，齐炎



俊小朋友就是较突出的孩子，在中班时他就能看着故事书流
畅的讲故事给小朋友们听，由于他具有早期的阅读能力，他
显得比其它孩子更成熟，更懂事，更聪慧。他后来从小学到
大学一直品学兼优。

既然幼儿早期阅读好处这么多，我们应该怎样对幼儿进行早
期阅读训练呢？我在实践中初步积累了一些有关指导三至四
岁幼儿早期阅读的方法，愿于大家共享。

一、培养幼儿对阅读的兴趣及阅读习惯：

学习兴趣是幼儿学习的动力。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将使其终
身受益。三至四岁幼儿的年龄特点是对周围环境极感兴趣，
对颜色鲜艳、能响会动的东西或活动，注意力会稍长一些。
思维特点具有直觉行动性，当他们离开了具体的事物及实际
行动就不再思维。根据其年龄特点，为了培养幼儿对阅读的
兴趣和养成幼儿阅读的习惯，我们为幼儿在活动区布置了图
书角，色彩鲜艳的图文识字卡片。墙上也布置了可以拿取的
活动汉字栏，玩具上也都贴上了汉字，使幼儿在活动区都能
接触到汉字。为幼儿营造了一个好的阅读环境，每周对汉字
栏的汉字进行更换。每天午点前幼儿集体复习认读汉字栏的
汉字三遍。每天早餐前固定10分钟为晨读时间，认新字，读
儿歌等采取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激发幼儿对阅读的兴趣，
培养了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现在我班幼儿在自由活动时间
有许多幼儿自觉选择图书静静地阅读。

二、趣味识字注：

三、循序渐进，合理选材：

指导幼儿阅读也就注重循序渐进，合理选材。教材浅了、深
了都不能引起幼儿的学习兴趣，要选适合他们年龄特点的教
材。三至四岁幼儿的记忆还是无意记忆占主要地位，他们能
够记住在活动中直接接触到的东西，往往对熟悉的事物感兴



趣。如实践中小班的幼儿喜欢反复听同一个故事，中班幼儿
也喜欢反复多次听同一个故事，而大班幼儿喜欢听新故事。
我在教学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注重学习内容的新旧搭配，
做到循序渐进，教学内容的系统性、连惯性，使幼儿的学习
内容由浅入深。如在玩了“快乐的动物”的游戏认识了各种
动物的名称后，接着玩“小动物请客”的游戏或认识词
组，“小花猫”、“小白兔”等。玩“花仙子”的游戏认识
了花名后，接着再认识颜色，如，“白色的菊花”、“红玫
瑰”等。由字到词组，由词组到短句，承上启下，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在幼儿熟悉的内容上增加一部分新内容，使幼儿
学习起来有信心，又有兴趣。

以上是我在指导小中班幼儿阅读方面的一点心得。总之，幼
儿期是语言思维发展最关键的时期，最活跃的时期，我们要
从幼儿的身心特点，个性特点出发，将正式阅读学习与非正
式阅读活动相结合，师生互动。老师既做幼儿学习的引导者，
也要做幼儿学习的合作者。培养幼儿阅读的习惯，激发幼儿
阅读的兴趣，使幼儿能较早掌握阅读的方法，具有阅读的能
力，从而为幼儿今后的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

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论文题目篇七

摘要:在教学中,我们面临新课程改革的挑战,语文阅读教学的
当务之急是更新教学观念,培养创新精神。死记硬背式的读书
方法已派不上用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为重要的
环节。

关键词:阅读教学创新精神

一、巧用教材,启迪创新思维

我们知道,教材是教学的重要载体,但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不必
依赖教参或其他资料对作品的评定,而应以学生为主,巧妙地
利用教材的特点,灵活设计,启发引导学生阅读,自主感受。比



如讲授鲁迅的作品《孔乙己》时,我们应将前面学习过的吴敬
梓的作品《范进中举》进行有机的结合,把切入点定为:范进
如果面对酒客的奚落会表现出怎样的神态呢?孔乙己如果面对
岳父的谩骂会表现出怎样的态度?如果孔乙己中举了会不会像
范进一样发疯?……这样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孔乙己”和“范
进”换位思考,一定会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我们巧用了教
材,一改传统的教法,不但让学生理解了文章内容,激发了学生
的阅读兴趣,而且培养了学生独立品评文学作品的能力,对启
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大有裨益。

二、激励学生自主参与,训练创新思维

我们在语文阅读教学实践中,应突出学生的自主阅读、自主体
会、自主讨论。如在讲授《愚公移山》这篇课文时,教师提供
学生自主参与的活动空间,课堂呈现个性化,有的学生提
出“愚公的做法真的可行吗?”有的学生认为搬家会更好,还
有的学生提出既不必挖山也不必搬家,而应该对太行山、王屋
山这两座山进行开发利用,让它们造福于子孙后代。最后,愚
公究竟是“愚”还是“智”成了学生激烈辩论的话题,大家各
抒己见,争持不下,群情报激昂,智慧的火花在课堂上到处闪现。

我们要牢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起引导启发作用,充分调
动他们的情感。在语文教学的活动中,学生是否在教师的指导
下投入情意,是学习成败的'关键所在。只有通过积极主动的
思维,打动过内心世界的那些东西才能刻骨铭心。学生是一个
鲜活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有自己的审美观和褒
贬取向。我认为,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这
一角色,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大胆地让学生试着分析课文,谈自己的观
点和看法。多让学生进行课堂交谈、讨论,允许学生保留自己
的看法,并作正确的引导。

三、拓展自主阅读空间,提供创新沃土



(1)广泛搜集阅读材料。当今的社会是科学信息化的社会,阅
读教学仅以课本为单一的教学内容是不够的。教师可以以教
材为教学切入点的前提下把学生带出教室,把阅览室、图书馆
作为课堂和教室。把古今中外的作品变成学生的语文课本,丰
富学生的阅读内容,让学生在书的海洋里去徜徉,去远航。让
学生在读书中发现自己,增强他们的自主欣赏能力和鉴赏能力,
形成自己内心的品质。

(2)开展课内各种语文活动。配合语文课本及课外阅读内容,
我们可以在校内、班内举办各种各样的语文活动,如演讲比赛、
朗诵比赛、辩论比赛、作文比赛、成语接龙比赛、手抄报、
办墙报、黑板报等,巩固课内课外阅读知识的同时,通过鼓励
学生自主完成,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

(3)开展各项社会实践活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给学生
一双“慧眼”,让学生去体会社会生活的真善美,去鄙弃社会
生活的假恶丑,去同情去关爱,去憎恶去批判。把社会作为第
二课堂,这实际上是课内阅读的又一延伸方式,只是阅读的材
料不再是一本本白底黑字的书,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件
件复杂的事,一幅幅生动的画。教师应引导学生广泛地了解有
关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的丰富知识,比较全面地了解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师根据实际需要把自
然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国内外新闻以及生活话题等
作为语文课堂教学的资源,大力开发利用,使“语文教学的外
延”真正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这种课堂教学与语文资源
的整合,使师生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对内容不断变革和创造,
更好地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
生体验创新的美好。

总之,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树立大的语文教学观,优化教
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关注学生
的主动发展,营造广阔的自主学习的环境,使学生敢于创新、
善于创新、乐于创新,这样才能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使
学生成为新世纪高素质的建设人才。



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论文题目篇八

要让学生会读书，就必须加强阅读指导。怎样利用课本资源，
指导学生读好一整本书?下面就针对笔者在高邮市书香校园活
动中执教的《走进三国》读书指导课，谈一些做法。

一、凭借教材，让学生喜欢阅读

只有当学生有了阅读兴趣，才能从内心深处对课外阅读产生
需要。四年级有一篇课文叫《三顾茅庐》，是我国古代四大
名着之一《三国演义》中的片段。在学习这篇课文时，我向
学生简单介绍了时代背景，让他们初步了解了故事中的人物
和故事情节，学生被故事巾人物的品质所打动，被激烈的战
争场面所吸引，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了上来，他们开始关注
这本书，对这本书产生了阅读的兴趣。见此情景，我有说不
出的高兴，就是想使学生兴趣盎然地跟作者一起走进那群雄
纷争的战争年代。结果；这篇课文一上完，班上就有一大半
同学买来了《三国演义》这本书，课间可以经常看见学生们
饶有兴趣看书的身影，耳边飘来的都是“诸葛亮”“曹
操”“刘备”等人物的名字，就是那些平时不喜欢碰课外书
的学生也身不南己，个个都喜欢上了这本书。

二、点拨方法，让学生学会阅读

指导课外阅读，就要指导学生根据不同的文章，不同的需要，
采用不同的读书方法。在引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这本书
时，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引领学生阅读的：

1歌曲导入，了解作者。教学一开始，我先让学生听《三国演
义》的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学生听了这首气势
磅礴、震撼人心的歌曲之后，心中的阅读愿望再次被激起。
然后，我顺势引导学生认识本书的作者罗贯中，通过作者了
解到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写作背景，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阅读这
本书。



2阅读目录，感知内容。一本书拿到手，要想很快地知道书中
的故事和主要内容，那就要引领学生先看一下它的目录。翻开
《三国演义》这本书，学生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书中有许多有
趣的故事，如《桃园三结义》《刮骨疗毒》《空城计》《三
国归一》等等，然后我再出示这本书的内容简介，学生就会
对这本书的内容有个初步的'印象，甚至在读书时，还可以先
选择自己喜欢的故事进行阅读。

3抓住人物，感悟体会。《三国演义》这本书中，塑造了
近200个人物，这些人物有的英勇善战，有的足智多谋，怎样
让学生读懂这些人物形象呢?我先从本册课文人手，让学生谈
谈学了《三顾茅庐》这篇课文后，刘备、诸葛亮、张飞分别
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学生一下子就说出来了。我再提问：
你是怎么感受到的?学生说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
方面体会出来的。于是，我便与学生归纳出分析人物的方法：
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的描写，可以体会出人
物的形象。然后，我让学生自由阅读《三国演义》中的一个
小故事《空城计》，读完后，让学生谈谈对诸葛亮的认识，
并说说理由。学生们就会运用分析人物形象的方法，对诸葛
亮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再用同样的方法来认识其他的人物，
学生感觉就很轻松而且大有收获了。

4迁移运用，拓展提升。《三国演义》是一本非常有阅读价值
的书，书中不仅有许多英雄人物的生动故事，还有许多成语、
歇后语对我们的语言积累也很有帮助。如果不引导学生去认
识、阅读、运用，那就太可惜了。因此，我在指导学生阅读
这本书时，注意引导学生找出其中的一些成语和歇后语，并
说说在平时生活和学习中的运用，学生的阅读兴趣就更浓厚
了。

三、巧留问题，让学生享受阅读

我们的阅读教学就是要让学生感到快乐；从时间上来
讲，“享受”决不是对最后结果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对阅读



整个过程的一种自主实践。因此，需要语文教师精心策划、
组织教学，让阅读的过程不至枯燥、乏味；从成效来
讲，“享受”除了精神上的愉悦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阅读能
力上的提升与收获。感受快乐、体验过程、得到收获。

教师充分利用课本资源，将课内与课外阅读结合起来，扩大
学生的阅读范围，开发阅读资源，激发学生深入到更为丰富
的文本中去理解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