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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读书娃的都知道，求学路上每晋升一级，升学

和课业的负担就加重一分，课外阅读与课本争抢时间的拉

锯战便越演越烈，“做题都来不及，哪有时间阅读？”网上一

项高中阅读调查显示，高中生平均每天花于课外阅读的时

间少于30分钟的，占到了七八成。

尽管“没时间”是绝大多数学生的常态，但也有越来越

多学霸正从“阅读”中脱颖而出。有研究表明，一个学生的

课外阅读量只有达到课本的4至5倍时，才会形成语文能

力。而近年来的语文高考变革也在悄悄把阅读要求拉高，

考试范围远超高中语文课本本身。

如何在繁重的课业中坚持阅读？备考与阅读，该怎样

“周旋”？请听听学霸们的“阅读经”。

学霸不可复制，但经验可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也同样适用于教育。为人父母，能给孩子们留一些财富固然是好的，但比较而言，让

孩子知道如何创造更有价值的人生，让孩子自己去挣一份前程，则更有意义！

都说学霸不可复制，但学霸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从如何记笔记、如何阅读这两个方面整理出一些学霸的做法，希

望能帮到您的孩子。 □ 江亚萍/整理

看学霸们如何记笔记

学会构建整体框架
进入中学阶段，考试的考察范围广，且知识点多

而分散，一味照着书本复习的方法是不明智的。因为

考试侧重的是对知识系统把握能力的考察，所以我们

学习的时候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要刻意在脑中将知

识整合，构建一个将分散知识点联系起来的框架。这

样的话就能深刻理解内容，让它在脑中留下更为深刻

的印象，而且也便于我们对知识点的梳理，一举多得。

笔记讲究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笔记就是对书本内容的二次加工，条理清楚的笔

记就是对书本的精炼。做笔记当然是基于对书本的

理解，做笔记的过程让我们第二次复习了书本，而且

边理解边记忆边书写的印象只会更深刻，加深脑中知

识框架的构建。再者层次分明的笔记简化了我们第

三轮复习的记忆量，有助于对知识的全盘把握，对复

习的进展大有裨益。

使用不同颜色的笔区分重难点
不同颜色对于人的眼睛是有不同刺激的。在做

笔记时我们可以适当运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将难

点、非难点、易错点、常考点等等做一区分，在赶走审

美疲劳的同时让我们一秒辨别重难点。而且成天盯

着书本的铅字很容易疲劳，换种颜色也会出现眼前

一亮焕然一新的感觉，可以帮助记忆。但是也不要

全篇都用五颜六色的笔进行标注，否则眼花缭乱只

会适得其反。

不能完完全全抄书
抄书式的笔记只能在短时间内让你对所学知识

有个大概的印象，但是会大大弱化知识点之间的联

系，不仅耽误看书进度，更让人无法形成全面系统的

知识体系。所以建议大家用自己的话来对知识

进行概括，如果觉得自己概括不到位或者书

上有大段比较好的原话，那就在自己概括的

基础上，在旁边注明参考哪本书的哪一页。

听学霸们的阅读秘密

按照考题总结笔记
在学习过程中，考试题目是非常具有借鉴价值

的，而在做考题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分析得出很多的

结论，无论是常考的知识点，还是出题思路等等，这些

都需要大家记录下来，整理成笔记。通常真题的论述

或者简答题涉及的知识点，往往分散于专业课的各个

参考书中，研究这些题目可以将原本独立于各个书本

中的知识点串联起来，也会为总结知识专题提供思路

和方向，使专业课涉及的各种知识网络化、系统化。

笔记要留白，特别是第一遍
没有人在第一遍做笔记时就能把知识总结得很

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科目的了解，日后再看必然

会有新的领悟。因此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做笔记时

要注意留白，特别是第一遍时可以留多些，这样就方

便以后在原有笔记上进行补充；另外，如果没办法拿

捏留白尺度的话，用便利贴进行补充也是一个不错的

方法。

光会做笔记不够，要善于使用
笔记中记录的是精华，是复习过程中总结的重

点，自然也是必须着重掌握的部分，所以不仅要做好

一份笔记，还要对笔记进行强化记忆，尤其在后期复

习阶段，教材之类的基本可以放下了，主要复习材料

除了考题就是笔记!

临考前要全面梳理笔记
在临近考试的那段时间，需要对笔记进行最后一

次全面梳理。把主要方向放在命题思路分析上，比如

哪些知识点是可能会考简答与综述的，那就把这些知

识点罗列出记忆块，然后一块块“吃下去”。

经历过诸多考试的同学们，肯定都知道笔记的重

要性，找到自己记笔记的方法，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库，

提高复习效率。其实好的笔记对我们来说就是考点

的精炼合集，前期笔记功课做好后，我们的复习就可

以依照笔记进行，方便还快捷，所以小伙伴们在复习

的时候可不要偷懒哦，熟读书本，做好笔记，为之后的

学习打开一条捷径，学习效果自然也就会水涨船高。

高三学生：
利用碎片化时间积累阅读量

6时10分起床，7时早读，开启一天的课程，直到晚上熄

灯睡觉。新学期伊始，高三的徐菱明显感觉到了“高三的节

奏”。每天的忙忙碌碌中，她不曾特别关注上周刚放进抽屉

的这本厚厚的课外书《上帝掷骰子吗？》已经翻到了最后一

页，按阅读速度来算，她每天的阅读时间接近1小时。

“我并没有特地留出哪个时间段来阅读，一有空就随

手拿出来读读。碎片时间积累起来，就是个可观的量。”徐

菱说道。比如，自习课做完一张卷子，她就会掏出一本课

外书读 15 分钟；中午休息时间，她也会翻翻杂志，看二三

十分钟；甚至睡觉前，她可能也会随手拿起本书，再看一会

儿。在她看来，阅读并不是任务，也不是负担，而是像呼吸

一样的本能，自然而轻松，成为繁忙课业最好的调节剂。

你听说过有人没时间呼吸吗？如果读书像呼吸一样

自然，那根本就不存在有没有时间的问题。不过这种自然

而然，往往需要长期阅读养成习惯。

徐菱说，从她有记忆开始，父母就很支持她阅读，买书

可以无条件买，看书都被认为是正经事，不管小说漫画，还

是名著阅读。所以，基本上每天她都能保证至少两个小时

以上的阅读时间。日积月累，阅读成为了她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

进入高三后，阅读时间确实不像之前那样充裕。不

过，徐菱找到了自己的阅读方法。她认为，漫无目的的“游

猎式”阅读并不适合高三学生，无论从时间和方法上，都要

体现出“目的性”。

徐菱展示了她的书单，里面的书被她分为杂书与名著

两大类。“杂书有广度，可以扩展课内知识；名著有深度，可

以培育学科素养。我认为高三在校学习时，读杂书胜于读

名著。因为名著或卷帙浩繁，或理解困难，并不适宜每天

短时多次的阅读方式。”

至于名著类的书，徐菱选择放在假期里，每天花三四

个小时的整块时间来阅读。

高二学生：读出书本“最大量”

北大新生：阅读不间断 会思考是关键

高二学生金培捷的课桌上摆着一堆

先秦百家的书，垒起来厚厚一叠，这都是

他最近左右开弓、同时在读的书。

“我喜欢把同一类型的书籍找出来

一起读，比如读诸子百家，我会找出墨

家、道家、儒家等各大家的代表作，在读

书前先分析他们各不相同的主张，比较

其优劣，再跟着这些分析线索，多本书

对照着仔细精读。”金培捷说，很多人觉

得在校学业太忙，抽不出整块时间来阅

读，所以很难做到精读，但用这种对比

阅读法，很快就能抓住关键问题，远比

单独一本一本去精读来得有效率，而且

更入脑入心。

读每一本书之前，金培捷会先去查询

关于这本书的资料，然后设定一个阅读攻

克点。比如，他在读《论法的精神》一书

时，就给自己设定立法的根本准则是什

么、好的法律应该满足哪些条件等问题，

边读边找答案。

“一本书读一次，不可能把全书都吃

透，那么，我们就以一个角度攻入，目的性

明确了，读书时就会有深刻的东西沉淀下

来，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出书籍的‘最大

量’。”金培捷说。

将金培捷十多年阅读的传统文学书

目列出一个清单，脉络非常清晰：二年级

开始读历史，四五年级读完明清所有古典

名著，再读唐宋著作和诗词，这样一路读

下去，到了高中，他读的是先秦文学。

“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明清小

说更接近白话文，入手简单。”金培捷提

出，阅读是有节奏的，先读哪个，后读哪

个，都是需要谨慎考量，才能读出最大效

率。“如果一开始我就从难懂的先秦文学

入手，读起来会很吃力，但从明清通俗且

更有意思的小说入手，再倒推着步步深

入，循序渐进，很快就能掌握文言文的语

感。”这样阅读下来，很多人觉得困难的文

言文，恰成他的强项。

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除了把书读

“厚”，更要把书读快。金培捷的阅读

速度极快，三四百页的书，他一天就能

看掉两本，换算成字数，大约一天看 20

万字。而这点在未来考学中也至关重

要，这几年高考语文卷无论阅读字数

还是题量都增加了不少，需要学生提

升阅读速度。

“法律思维绝不只是像做高中政治题，

所有的材料都能恰好对应上书本的知识

点；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我们都能用法

律思维找寻到不同的视角，而法律思维

本身便包含在了法条之外我们对社会

对经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日前，在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9级新生开学典

礼上，阮圆圆的一席发言，让不少人

印象深刻。

阮圆圆说，自己准备这篇演讲

稿时一气呵成，一个多小时就完成

了。而这得益于她此前的阅读积

累。“以前读过的法学类书籍给了

我思路的铺垫。”小时候，她跟着

父母一起看书；初中后，她开始找

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在读书

方面，我们家的态度就是放任自

由。”这让阮圆圆受益良多，“爸

妈从不干涉、指导我应该看什么

书，全由我自己选择和体验。正

因为如此，我的调研和鉴赏能力

不受拘束地发展，很快就跨过了品味偏

离的阶段，也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高中前，阮圆圆偏爱文学类书籍，各

流派都有涉猎。步入高中后，她开始有

意识看些学术性和专业性较强的书，涉

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高一

时，我读了十几本英文原文书籍，做英语

阅读时速度就非常快，高考难度的阅读，

浏览一分钟左右就能做完。”她坦言，高

二高三学业压力变大后，降低了看书频

率。不过，她一直认为，中文阅读无论是

否从应试角度看都不能间断。“只是为了

满足考试而读书会有一定限制。为了效

率最大化，我会选择同时能满足精神需

求、思考需求和摘记需求的书。”即便在

高考前几个月，阮圆圆的看书频率也能

保持在两星期一本，其间还会阅读三四

本《文学评论》《三联生活周刊》等杂志。

如今，阮圆圆依旧与书相依而行。

她告诉记者，在北大军训期间，她带了索

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症楼》和学术名著系

列《街角社会》两本书。未来，她希望能

多读些法学家传记和人文社科类书籍，

还打算尝试中英互译阅读。

据浙江在线等（如有侵权，请联系

本报支付稿酬）

一份好的笔记，字迹清晰、条理分明、主次得当，

是需要进行不断的浓缩和精简的，并且在日后的学

习过程中是能带给童鞋们更深的印象和启发。那么

究竟如何做好课堂笔记，又该如何用好课堂笔记？

王国维：《人间词话》

顾随：《顾随诗词讲记》

闻一多：《唐诗杂论》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

录》

鲁迅：《鲁迅散文诗歌全

集》《鲁迅杂文全集》

梁实秋：《雅舍谈吃》《雅

舍梦忆》《雅舍人生》

沈从文：《从文自传》

张爱玲：《流言》

萧红：《呼兰河传》

汪曾琪：《一辈古人》《彩

云聚散》

史铁生：《我与地坛》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

时》《象棋的故事》

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刀锋》《人性的枷锁》

推荐几本高中生适合看的文学类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