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粗缯大布裹生涯， 腹有诗书气自华” “理想的书籍， 是智慧的钥匙”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 即将到来， 读书的好
处自不必多说， 但是很多人却困于 “工作学习太忙， 没有时间阅读” “书籍浩瀚， 找不到阅读的门道” 等现实原因而无法坚
持阅读。 在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北京市正高级教师、 市级语文学科带头人李继朋提出 “1510300” 读书规划， 让忙于奋战
高考的高中生也能抽出时间一年内坚持阅读300万字。 李继朋老师对于如何打开畅读之门有何高见？ 本报记者进行了追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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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量课外阅读
获得更多元化学科营养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 “学生的
智力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力 。 ”
“学好语文有很多要素， 但最核心、 最
根本的方式就是阅读。” 这是众多语文
名师的共识。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对高
中学生的阅读总量做出明确要求： 必
修阶段各类文本的阅读量不低于150万
字， 选修阶段各类文本的阅读量不低
于150万字， 也就是说， 高中生仅在高
一高二两个学年的阅读总量就不能低
于300万字， 这样才能保证学生语文素
养提升的需要。

李继朋告诉记者，不论是传统的单
篇教学， 还是现在倡导的大单元教学，
学生接触到的阅读材料只有五本教材，
总字数仅有92万多字， 和课标规定的
300万字阅读目标有很大差距， 而且学
生接收到的知识总量也没有得到增加。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李继朋认
识到语文教学改革的核心是 “内容为
要”， 语文教师应该尽可能创造条件，
让学生接触更多经典作品， 进行大量
的课外阅读， 以获得更加多元化的学
科营养。 “语文学习的终极目标是让
学生学会阅读与写作， 高质量的阅读
正是高质量写作的基础与前提 。” 为
此， 他一直在教学中探索如何更好地
激励学生去拓展阅读， 并产生阅读的
自我动机。

制定 “1510300” 阅读规划
带领学生每月读一本书

2014年 ， 当时尚在河南濮阳教书
的李继朋开始带新一届复读班， 这届
学生的基础特别薄弱 ， 他感到用传统
的教学方法无法奏效， 就尝试在完成
正常教学任务的基础上， 带领学生进
行新的阅读方式探索。

“老师， 我们每天没有那么多时
间阅读怎么办？” 高中生， 尤其是复读
的学生非常担心读书会占用过多时间
影响正常学习， 为了打消学生们的顾

虑， 李继朋给他们出了一道题， 即在
能领会大意的前提下， 读一页书和读
十页分别需要多长时间。

他把班里学生分成四个小组 ， 经
过测试， 读一页书需要的时间分别为
72秒、 87秒、 97秒、 101秒， 平均用时
89.25秒； 读十页书需要的时间分别为
10分６秒、 10分44秒、 14分12秒、 14分
36秒， 平均用时13分38秒。

结果出来后， 有了底气的他就和
全班商量， “每天拿出15分钟读书可
以吗？” 学生们表示没有问题， 这点时
间不会对其他科的学习造成负担。 让
大家没想到的是， 每天看似只读15分
钟， 一个月能够读300页， 基本是一本
20余万字大书的体量， 这样不知不觉
就突破了规定的阅读量。

李继朋不仅要求学生完成阅读量，
自己也身体力行 ， 他在家里的茶几 、
床头、 书架等地随处摆放书籍， 方便
随时拿起阅读。 他给学生推荐的书单
都是自己提前阅读筛选过的书籍， 还
定期与学生分享阅读心得， 鼓励学生
多读书读好书。 在他的引导下， 学生
们逐渐爱上阅读， 不仅语文素养得到
显著提高， 阅读能力的提升也促进其
他学科的成绩显著提升。

看似不起眼的 “15分钟 ” 在一年
后取得惊人的效果： 这届复读班的语
文成绩比另外一所学校高出6.7分， 文
科总平均分高出36.36分。 阅读实验成
功了， 他开始更大范围的推广。

经过三轮课外阅读实践， 李继朋
带领学生形成 “1510300” 阅读规划 ：
“15” 即鼓励学生每天坚持课外阅读15
分钟； “10” 即大部分学生能够在15
分钟内完成10页书的阅读量 ； “300”
即按照上述标准与速度， 每生每年即
可完成普通高中课标要求的300万字阅
读目标。

2018年 ， 李继朋调入北京市和平
街一中。 他把教学经验都带到北京学
生的课堂上 ， 并在新课标的指引下 ，
与教政治、 历史 、 地理等学科的同行
合作， 引导学生开展跨学科研究活动。

2023年 ， 他带领高二学生参加了

三次全国作文比赛， 两个班有35人次
获奖， 其中7人获得一等奖， 这是他们
在以前从没想过的好成绩。

学生于家傲说： “通过长时间的
阅读， 我们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 想
象力和判断力都得到提升， 课余生活
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李继朋也曾去过多地举办阅读主
题讲座， 让当地学生受益匪浅。 来自
蚌埠的学生张敬葶感慨， “短短两天
时间， 从您身上学到很多， 您精彩的
一席话打开我以前很多闭塞的思路 ，
也暗暗下了决心要有所改变。 下课铃
响的时候我仍意犹未尽， 第一次有希
望老师拖堂的强烈愿望。 对您真的是
打心眼里敬佩，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学生张天行考上北大后一直和李
继朋保持联系， 谈起李老师的讲座带
给自己的感受时非常动情， “您和我
们聊阅读一下子点醒了我， 由衷感谢
您！ 教育就是唤醒， 我以为一个老师
的成功与否， 在于他给学生烙下多少
卓越思想的印记 。 谢谢老师的指引 ，
让我打开了新的思想之门， 真心觉得
您是一位好老师！”

编写系列读本
让阅读从“碎片化”走向“结构化”

为了使阅读更有针对性和系统化，
在指导学生阅读经典的同时， 李继朋
和同事们还相继编写了高中生系列阅
读读本， 从最初和人教版配套使用的
《文学读本》， 到后来用于提升学生文
言文阅读素养的 《高中生文言读本》，
再到用于提高学生诗歌鉴赏能力的
《高中生必读古诗词三百首》 等， 为学
生们提供丰富多彩的阅读素材。

这些年， 他相继出版了 《中学生
读 〈史记〉》 《诗品 〈史记〉》 《诗品
中国文人》 等6本著作， 参与编写 《鲁
迅给孩子的阅读写作课》 等11本著作，
主编 《高中生必读古诗词三百首》《文
学读本》《问道苏霍姆林斯基》等8本校
本阅读材料。 这些文章的趣味性、 知
识性、 文学性很强， 深受学生欢迎。

为了提升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

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李继
朋和同事们还建构了比较完整的中学
生读 《史记》 “五维一体课程”， 一体
指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五维指读 《史
记》 的五个维度， 包括趣味阅读、 拓
展阅读、 鉴赏阅读、 纵深阅读和学科
互融阅读。

这些著作经过实践的打磨熠熠发
光， 得到业界的认可， 其中 《中学生
读 〈史记〉》 获得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 （著作类 ） 一等奖 ， 《〈史
记〉 人物 （士子） 专题研讨》 获得北
京 市 教 学 设 计 及 课 例 比 赛 一 等 奖 ，
《中国 “文人士子” 精神探究》 获得中
国教育学会中语会教学设计一等奖 ，
“基于学科素养的高中生读 《史记》 课
程的建构与实施 ” 获得2021—2022学
年度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
果二等奖等。

2020年春季以来，和平街一中语文
教研组和京内外同行与人民日报出版
社合作，编写修订了《人民日报教你写
好文章·技法与指导》《人民日报教你写
好文章·金句与使用》《人民日报伴你阅
读》等十余本系列畅销图书，帮助学生
打开格局视野，涵养家国情怀。李继朋
的教研组成员也从中提升了业务水平，
多位教师评上市区级骨干教师。

这两年， 李继朋新添了一个业余
消遣 ： 下班后手抄六卷本 《资治通
鉴》， 如今已抄录50多万字。 在抄写过
程中， 他对哪处文字有感悟就记下来，
积攒到一起的字数也已基本形成一本
书。 聊起这件事， 他平和的语气中透
着成就感和满足感， “书过留痕 ， 老
师阅读大部头经典著作时如果读得不
深刻， 就没有什么感觉， 那么引导学
生读的时候就会显得很肤浅 。 当然 ，
这也是我锻炼毅力的一个方式， 很满
意自己能坚持下来。”

十几年来， 一直践行阅读教育的
李继朋用阅读帮助学生进入更广阔的
天地， 为他们厚植精神底气， 展现独
特气韵。 他将继续探索更多阅读方式，
通过高质量阅读， 为学生的成长点亮
智慧明灯。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记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李继朋

为学生点亮阅读之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