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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阅读指导过程中最好以一个

“资深阅读者”的身份与学生交流，分享一

个“资深阅读者”的阅读视角和阅读策略，

所谓指导最好能隐含在阅读活动设计之

中，隐藏于阅读收获的分享与交流之中。

———胡根林 郭仁超《基于教师导读

的整本书教学设计理念与实施策略》

不得不说， 依然有很多优秀的歌曲正

在用一种消费语境中的特定话语方式延续

汉语言文学的诗歌传统， 不仅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诗歌的小众化、个人化的刻板印象，

丰富了语文的课堂， 而且流行歌曲在中学

生群体中的接受与传播为中学生的遣词造

句、表情达意带来巨大的精神唤醒力。

———宋媛媛《从音乐到语文》

无论是课程标准还是教材单元导语中

的教学目标，都是一种较为宏观、粗略的表

达，而教学行为是一系列的细微动作。直接

按照宏观的教学目标来开展教学过程设

计，必将会导致教学过程的序列化程度低、

教学行为与教学目标匹配性不强。 对于本

单元，我从文体特征、媒介素养、劳动之美

三个维度将教学要点予以细化。

———欧阳华《拨开迷雾，用好文本核心

价值》

学生在报刊阅读活动中需要有所定

向，知道为什么读？ 读什么？ 怎么读？ 概括

说来，《中国青年报》 这一类较为权威的社

会新闻报刊对议论文写作的积极影响有且

不限于以下几点。

———高良连《核心素养背景下报刊阅

读对高中生议论文写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