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本书阅读这一提法始于叶圣陶，他在《论中学

国文课程的改订》一文中指出：“现在的国文教材似

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是用单篇短章……退一步

来说，也该把整本的书作为主体，把单篇短章作为辅

佐”。而整本书阅读真正走入课堂却是新课改以后的

事情，新课标提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

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

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可以说，整本书阅读

的观念已经成为广大语文教师的共识。但是整本书

阅读毕竟不同于单篇文章的阅读，因其篇幅长，耗时

多，且基本由学生自己阅读完成，所以教学过程中有

很多问题需要注意。整本书阅读教学中有三个关节

点，分别是读前、读中和读后，这三个关节点把握住

了，阅读就能够顺利推进。下面就谈谈如何突破这三

个关节点。

一、读前导引

一本好书就是一座宝藏，但学生轻易打不开，它

需要教师引领，打开门，看到里面的瑰丽奇妙。这就

需要导引，导引要通过导读课来完成，导读课是一本

书开始阅读前的引导课，主要内容有人物介绍、情节

讲述、先睹为快、媒体评价等。

人物介绍是介绍作品中一个或多个人物形象，

描述其特征，叙述其事迹，介绍人物之间关系等。比

如《长袜子皮皮》的人物介绍：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

一个人住在一座大房子里面，有花不完的钱，能举起

一匹马，能制服身强力壮的小偷和强盗。她的鞋子比

她的脚大一倍，脚上穿的长袜子，一只是棕色的，一

只是黑色的。她就是———长袜子皮皮。有了这样的人

物介绍，教师还没说完学生就迫不及待地要去读书了。

情节讲述有点像作品前面的内容介绍但更具情

节性，是用概括的话讲述故事情节，情节讲述意在激

发阅读兴趣，在高潮处留下悬疑，切忌透露故事结

局。我们可以这样介绍《女巫》：真正的女巫不是我们

想象的那样戴着帽子、骑着扫帚，她们就跟平常人一

样，这是最可怕的一点，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女

巫。女巫最恨小孩，她们每个星期都要消灭一个小

孩，她们所有的时间都在预谋怎样杀掉小孩。（孩子

的心开始发抖，不住地倒吸凉气。）世界上每个国家

都有女巫，有的国家多，有的国家少，但是没有哪个

国家没有，英国有 100 多个。（继续害怕，但是怀疑：

这是真的吗？）我说的每件事都是真的，千真万确，都

是事实。我姥姥就见过真正的女巫，她知道有 5 个孩

子被女巫杀害了。第一个女孩被一个女的带走了，再

也找不回来。第二个女孩变成了白鸡，还每天下蛋。

（学生：真的吗？）第三个女孩到画里去了，一直到 50

年后突然消失了。第四个小男孩就在姥姥家对面，有

一天变成了石头，现在还在他家门口呢，可以随时去

看看。（学生有点信了。）第五个———第五个你们自己

看吧。

先睹为快是选取精彩的一两段内容提前交给学

生阅读，最好的形式是教师朗读，满足学生对作品的

阅读渴望，形式像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鲁滨孙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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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精彩片段。

媒体评价主要是介绍这本书的荣誉、地位和各

方面的评价，特别是教师本人和过往学生的阅读感

受更能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媒体评价也可以有负

面的和有争议的评价，造成冲突，让学生自己去阅读

判断。比如：“《爱丽丝漫游仙境》这部书虽然名气很

大，但是人们对它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很无聊，就是

胡说八道，也有人说‘不朽的爱丽丝是世界文学史上

最令人喜爱的孩童形象’（马克·吐温），这本书是‘才

华横溢的胡说八道’。”

教学中人物介绍、情节讲述、先睹为快、媒体评

价这几种方法可以综合运用，如果能加上一些声像

资料，效果会更好。
导读课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冲动，打开

阅读的路径。与此同时还要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引，比

如：阅读前先通过封面、封底的内容介绍和相关评价

了解基本信息，通过目录和人物表了解故事脉络；阅

读中需要持续阅读，遇到问题也不要随便停下来，运

用跳读、猜读等方法继续阅读，最好在一段时间（一

般为一两周）内集中看完；读完以后可采用沉思、回

读、摘抄、写读后感、讨论等方法沉淀、积累。

二、读中推进

自读是整本书阅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唯有

学生自己能读书才有阅读的真正落实。但是自读又

是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因为教师指导的缺位，

自读往往变成放任自流，结果是读与不读、读多读

少、读好读坏全靠学生自觉。好的阅读是持续的，只

有持续的阅读才是有效的阅读，才是真阅读。持续阅

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兴趣，二是时间。最大的

兴趣来自阅读本身，即从书中获得乐趣。只是有时光

靠书本身的趣味未必能让学生持续阅读，这就需要

教师在读中持续激发：你读到哪了？哪些内容你很感

兴趣？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引导学生分享有意思的情

节、人物，疏通阅读的问题。有的教师在阅读的不同

阶段设计阅读推进题指引学生阅读。比如《精灵鼠小

弟》，可以设计这样的阅读推进题：（1）斯图尔特有很

多冒险的经历，一天早上，斯图尔特起来练腹肌，不

小心被卷进了窗帘。野茉莉悄悄地把斯图尔特的帽

子和文明棍放到老鼠洞外。结果全家人都以为斯图

尔特钻进老鼠洞里去了，他们想了哪些办法解救他？

他有没有获救呢？（2）斯图尔特有一次得了重病，病

好之后想去滑冰，可是出门就遇到一条狗。它吓得躲

进垃圾桶，结果垃圾桶被倒进垃圾车，斯图尔特和这

些垃圾一起被倒进了大海……他获救了吗？有的学

生仅仅靠激发还不够，需要督促检查，要规定阅读的

量（时间和页数），定期检查。
激发阅读最有效的手段是教师大声朗读，可以

每天或每周给学生读几页，可以连续读，可以跳着

读，可以在关键处停下来让学生自己阅读，还可以朗

读精彩的段落满足学生的阅读期待。时间是阅读的

基本保障，教师应利用课内午读和阅读课时间让学

生充分阅读，减少作业量以保证学生阅读时间。有效

的阅读要从课外走进课内，再从课内延伸到课外。

三、读后交流

学生读完一本书最想做什么？回味 （与自已对

话）、交流（与他人对话）、重读（与作品对话），其中交

流实现了与自己、他人与作品三重对话的连接。
儿童读完一本书希望跟同伴交流阅读的乐趣：

这个故事很好玩（好笑、伤心），我喜欢（不喜欢）故事

里面的某个人物，喜欢这个地方，有一句话特别有意

思，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看懂，这个故事到底想讲什么

呢？等等。这种交流首先是倾诉，学生要把自己阅读

后的感受说出来，在倾诉中感情得到宣泄。其次在交

流中可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提高认识。交流是复

述，是对故事的回顾，是对作品的评价，在这种自由

的七嘴八舌的讨论中，不仅分享了自己的思想，同时

还吸取了别人的想法。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方素珍说：

“一个人静静地读一本书，是一条线，是自己原有经

验加上解读书籍所得的新经验。两个人讨论一本书，

是一个圆；一圈人讨论一本书，是一个球，不但能听

到除自己之外的第二种看法，还可能有反面的看法、

侧面的看法。”读者可能会在讨论中发现自己的理解

是错误的，从而修正自己，也可能会在讨论中解决自

己的疑惑。有些作品主题复杂而深刻，更需要讨论来

梳理和明确。第三，交流促进重读。学生在交流中产

生了更多的发现、更多的疑问和更多的乐趣，这些都

需要在重读中一一去印证、去消化、去吸收。
读后交流的内容一般有情节、人物、语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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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几个方面，交流的形式有阅读记录卡、情境表

演、思维导图等多种。

交流的基本形式是对话。教师在组织交流时，

首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问题，一个好的

话题可以引发学生的交流欲望。问题的引入要由

简单到复杂，层层深入。低年级学生正处于感性思

维阶段，感受力强，想象力发达，更适合体验性的

话题。高年级同学理性思维开始发展，具有一定的

逻辑判断能力，可以适当讨论一些思辨性问题。比

如《爱心树》，这个故事适合不同年龄的读者，但他

们的阅读体验是不一样的，低年级学生更多地看

到大树的给予和男孩的自私，而高年级学生会进

一步思考付出和索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等问题。

低年级学生的讨论可以这样设计：（1）你记住了故

事中哪幅图？哪句话？（2）你喜欢大树吗？你想对

他说什么？你喜欢男孩吗？想对他说什么？（3）你

想起爸爸妈妈和自己的一些事情了吗？说来听听？

高年级学生则应有所不同：（1）读完这个故事心情

怎样？说说为什么会这样。（2）你同意大树的做法

吗？你要是大树会怎么做？你想对男孩说什么？（3）

你认为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交流时教师要

做好回应，鼓励学生实话实话，把话题引向深入。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整本书阅读教学要求教

师与学生共读，整本书阅读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

教师，只有爱阅读的教师才能教出爱阅读的学生。

参考文献

[1] 董菊初.叶圣陶教育思想概论[M].北京：开明出

版社，1998．

[2] 佩里·诺德曼，梅韦斯·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

陈中美，译[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3] 方素珍.绘本阅读时代[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2013.

[4] 赖凤英. 小学高年级整本书阅读指导策略的行

动研究 [D].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 （2011 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陈国庆】

小学数学学科的教学内容本身就具有整体性和

系统性，每册教材、每个单元、每一节课和每个知识点

之间都有着内在联系。正如布鲁纳所说：“获得的知

识，如果没有完满的结构把它联系起来，那是一种多

半会被遗忘的知识。”因此，教师在组织教学时，必须

具备瞻前顾后、迁移渗透的能力，将所教授的知识模

块化，形成题组。
一、变式贯通，数学题组让思维走向深刻

1.比较变式，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

如果学生每天接触的数学练习的类型和方法总

是一成不变，那就容易将学生的思维固定成一种模

式，数学学习就会变成机械的记忆或者简单的模仿，

不利于逻辑思维的锻炼。
比如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下册“分数的意义”

中有这样一道题：有两根 2 米长的绳子，第一根剪去

它的 1
4

，第二根剪去 1
4

米，哪根剩下的长？

经统计，全班 48 名同学，有 32 名同学选择“无法

比较”，占总人数的 66.7%，有 11 名同学选择“一样

长”，占总人数的 22.9%，只有 5 名同学选择第二根剩

下的长，占总人数的 10.4%。笔者了解后发现，选择

“无法比较”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笔者讲过这样一道题

目：有两根同样长的绳子，第一根剪去它的 1
4

，第二

基于数学题组的
儿童“整体思维”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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