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本书包含的内容丰富，可以为学生提供整体

的学习情境和广阔的学习空间。因为整本

书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为学生的阅读素养发展提供

了可能性。但是，在学校中的读整本书教学的可能性不

会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是由学校的功能决定的。

学校应该教会学生阅读，因此语文教师应该作出选择，

从一本书的社会价值、文学价值出发，确定其教学价值，

进而确定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

如何从整本书纷繁的内容中梳理出可供学生

学习的内容？我认为，可以按照思维和表达两个方

面来确定教学目标。而实现此教学目标的是学生

可以参与的学习活动，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发展语言

文字运用的能力，同时获得思维能力发展。

我执教了《亲爱的汉修先生》的读后讨论课，并与

三年级的学生一起交流。这是我第四次执教这本书，

每次执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上课之前，学生已经读

过这本书了，通过使用我提供的预学单，梳理了该书

的基本内容。这次是读后讨论课，更强调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让学生在揣摩作者表达方式的过程中，积

累基本的阅读经验和表达经验，进而学会表达。

我确定了思维与表达能力发展的教学目标。

整个教学过程分为：猜人物，交流读书感受；出示细

节，想想为什么；聚焦主角，思考成长过程；回归整

体，领悟表达方式；介绍作者，总结读法。从学生的

自我感受，到整本书的内容理解，再到领悟表达、总

结读法，希望为学生阅读经验的积累搭建支架，在

阅读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其思维与表达能力。

一、发展思维

思维是内在的。对小学生而言，思维发展需要

借助具体的中介物。这就需要教师进行转化，把要

教给学生的变成学生可以学的，把要让学生学的变

成学生可以参与的活动。

1. 凭借语言思考

在与三年级学生进行讨论的时候，我设计了可

以让他们参与的活动——猜人物。“猜”并不容易，

要凭借具体的语句作出思考和判断。

教学实录一：猜人物进行思考

（1）一句话，猜人物

师：下边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打开书，找到

任意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当你读出来的时候一下子

就能让别人猜到是谁。

（学生读书）

师：谁能读给同学听听，让他们猜一猜？好，请

发展思维与表达：整本书阅读教学的价值追求
——以三年级《亲爱的汉修先生》讨论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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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到前面来，五位同学。咱们有个规则：如果你

们能够猜出来，他们就回去坐着；如果你们猜不出

来，他们就要先陪老师站着。

生：“一二年级时，同学们都叫我‘矮冬瓜’。”

生：鲍雷伊。

生：“小心，别丢了你的假牙。”

生：法兰德林先生。

生：“我想做一个防盗警报器。”

生：鲍雷伊。

生：“我的牙齿长得整齐又健康，省下不少钱。”

生：鲍雷伊。

生：“雷伊，看到你的笑容真好，希望你能一直

这样开心。”

生：法兰德林先生。

生：“我不需要再假装写信给汉修先生。”

生：鲍雷伊。

师：看来这个难度太小了。想不想挑战难度大

一点的？

（2）一句话，猜不到人物

师：找到一句或者一段话，读出来，让别人猜不

到是谁说的。

（学生读书）

师：谁找到了？请到前面来，就五个人。这次

规则变了：谁一读就让别人猜出来，那就陪老师站

着；别人猜不出来，就回去坐着。

生：“记得把鼻子擦干净。”

生：鲍雷伊的爸爸。

生：“我比较像他家这边的人，他老爱这么说。”

生：鲍雷伊的妈妈。

生：“他说他在等人家往车上装马铃薯。”

生：鲍雷伊的爸爸。

生：“我的个子中等，没有红头发之类的特色。”

生：鲍雷伊。

…………

师：我觉得到前面来的同学有必要总结一下经

验，怎么一读就被人家猜到了；下面的同学也总结

一下经验，为什么他们一读，你就知道是谁。

生：因为他们读得太熟了。

生：因为他们读了最代表那些人物说的话的句子。

师：通过这个小的环节，老师知道了，你们把这本

书读熟了。

两个活动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容易猜到，

一个是不容易猜到。当学生去找这样的语言的时候，

就要思考：那些能够体现人物鲜明特点的，肯定是容

易猜到的；那些别人不太关注的，肯定不容易猜到。

学生去猜别人找出来的语言时，也要根据人物作出判

断。从整个教学过程来看，这个教学设想是能够实现

的。学生的思维与书中的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

2. 凭借细节思考

细节最能够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和性格特点。

教师让学生凭借细节结合整本书的内容，进行整合

解释。整合解释的过程先是要定位信息，然后发现

问题，再根据问题找相应的线索，这样才能够形成

自己的解释。整个过程都是在书中细节的基础上

进行选择、思考、推论和判断的。

教学实录二：思考“我的胃”

师：老师开始向你们请教问题了。这是我读后

想不太明白的，看你们能不能帮帮老师。

“电话铃响了，妈妈正在洗头，她让我去接，是

爸爸打来的，我的胃忽然变得很沉重，好像要垂到

地上了，我每次听到他的声音，都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听到爸爸的声音，“我”的胃就变沉重了呢？

生：我觉得是鲍雷伊恨他爸爸。

师：你们同意吗？他只说了观点，没说证据，你

有没有证据来说明？

（生摇头）

生：我觉得是因为他爸爸每次都叫他“小子”。

生：因为他爸爸每次答应他要给他打电话，都

没有打。

师：是，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大家再到书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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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原因。

生：因为他爸爸把“土匪”给弄丢了。

师：把“土匪”给弄丢了，他就觉得胃很难受。大

家看这里最关键的是什么啊？是胃很难受对不对？

生：鲍雷伊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和妈妈离婚了。

生：因为他爸爸有一次请一个别的小男孩吃比萨。

师：在哪里？你能在书里面找到吗？

生：82页。“喂，比尔叔叔，妈妈让我问你，我们

什么时候能吃比萨？”

师：我觉得这二者之间没什么关系啊。

生：后面一句说“我的肠胃一阵痉挛”。

师：（纠音）痉挛。肠胃痉挛，知道“痉挛”是什

么意思吗？就是抽搐，难受，不舒服。这句和后面

的那句有什么关系吗？

生：“我正要说，我懂，但是一件可怕的事发生

了，我想那是这通电话里最可怕的部分，我听到一

个小男孩的声音。”

师：他连起来了。你们觉得这一部分和我说的话有

联系，那到底是什么联系呢？谁能一下把它说清楚？

生：因为爸爸打来的电话使他想到了这一段对

话。也许他想到了这一个小男孩。

师：想到了这个小男孩又有什么呢？

生：他以为他爸爸把他给抛弃了。

师：好，谁能完整地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

生：因为小男孩说，“比尔叔叔，我妈妈要问你，

什么时候去吃比萨”，说明这个小男孩是有妈妈的，

他害怕失去爸爸。

师：我现在有点懂了，这是鲍雷

伊一听到他爸爸打电话来，就联想

到，他爸爸那天打电话来他听到的那

段对话，他觉得爸爸不要他了。他那

一次胃是痉挛，这一次胃是怎么样

啊？要垂到地上去了。是真的胃难

受吗？是哪里难受啊？

生：心里。

师：你们真棒，是心里难受。

这个过程是采用老师向学生请教的形式，让学生

有思考的主动性。出示学生不易发现的关于主角鲍雷

伊的一个细节，让学生围绕“好像要垂到地上了”，从书

中找到相应的部分进行解释。学生的思考凭借不是个

人的主观看法，而是书中的具体情节，这样的解释是符

合实际的，也是培养学生思维合理化的过程。

3. 凭借成长过程思考

读别人的故事，思考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学生

阅读中要发展的能力。学生阅读要指向思考自己

的人生，而这个思考过程需要建立在对书中人物的

生活历程理解的基础上。书中的主角，在家和学校

都碰到了难题，他是怎样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成长

起来的？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思考。

教学实录三：做鱼骨图，思考成长过程

师：（出示鱼骨图）鲍雷伊经过了一个怎样的成

长过程？请你到前面来给大家讲一下。

生：（指鱼骨图）鱼尾上部是家里面遇到的难

题，下部是讲在学校遇到的难题；鱼尾上面是讲开

头的，鱼头是讲结尾的。中间是具体事例。

师：好。他说的你们听见了吗？其实这是鲍雷

伊的一个成长过程，是不是啊？他是从开头碰到的

难题一二三，一直到后面的结果。这里还要补充一

些具体的事项，大家试着写写看。

（发材料，5分钟后）

师：已经写完的同学请举手，虽然没有写完，但可

以把它说完的也请举手。我们选三位同学到前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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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先是家里遇到的难题：第一，不知道该怎么

回答汉修先生的一大堆问题；第二，怎么不要让他

爸爸叫他“小子”；第三，不知道该怎么做报警器。

在学校遇到的难题：第一，有人偷他的午饭；第二，

没有朋友；第三，不知道该写什么作文参加比赛。

生：第一，父母离异；第二，爸爸弄丢了“土匪”；

第三，爸爸妈妈再婚。一家人虽然没有重逢，但是

也让鲍雷伊感到了轻松。

生：第一，午餐被偷；第二，心情不好；第三，故

事不会写。

师：你觉得这些对了解鲍雷伊有什么作用？

生：可以感受到鲍雷伊的心情。

生：可以知道鲍雷伊的困难。

师：如果没有这些困难，行不行？

生：不行，这个故事就太普通了。

生：不行，要不然就太枯燥无味了。

生：如果没有困难的话，这本书就没有意思了。

师：鲍雷伊因为这些困难逐渐成长，故事因为

有这些困难而精彩。

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面对

困难是停滞不前，还是积极克服困难？书中人物在

家中、在学校都遇到了难题，他曾经苦恼，曾经暴

躁，曾经想放弃。但是，在汉修先生和法兰德林先

生的鼓励下，他选择了克服困难，直面自己。学生

在填写的过程中，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这

一点，这就是人生的间接经验。

二、发展表达能力

《亲爱的汉修先生》一书的表达特色是将日记

和书信穿插来写。以往的教学中，我都很注意这方

面的设计。这一次，教学重点没有放在文体方面，

而是找到书中的三处细节，让学生体会。对小学三

年级的学生而言，如何写具体是很有挑战的。因此

让他们从作者的文字中，感悟语言表达的准确。

教学实录四：领悟表达方式

（出示封面）

师：大家看到了吗？这里有一句话——

生：一本《亲爱的汉修先生》胜过了所有的作文书。

师：这不是一本故事书吗？怎么胜过了所有的

作文书呢？

生：因为这里面鲍雷伊给汉修先生写了很多

信，告诉我们他想表达什么。所以说，一本《亲爱的

汉修先生》胜过了所有作文书。

生：因为这本《亲爱的汉修先生》是通过故事书的

写法，来告诉我们怎样表达内心的想法。

师：意思是对的，但没有举出例子来。下面我出

示几段话，你们读完后能不能结合例子说说，为什么

这本书胜过所有作文书？

“我在这个烂学校里没有半个朋友。”我不知道自

己为什么这么说，大概是我觉得非说些什么不可。

“谁想跟整天摆张臭脸的人做朋友？”法兰德林先

生说，“好，就算你有困难，又怎么样？每个人都有

啊！如果你花点时间去想想别人，你就明白了。”

“把自己变成一个乱踢午餐的坏家伙，一点帮助

也没有，”法兰德林先生说，“你要从正面去想。”

（生自由读）

“过了一会儿，太阳从云间露出脸来。这时，那

些小树叶开始移动，缓缓地张开翅膀，变成数千只橙

色或黑色的蝴蝶，在一棵树上颤动个不停。然后，它

们开始在阳光下的树叶缓缓飘浮。满天的蝴蝶真是

美极了，让我整个人觉得好舒服。我静静地站在那

里望着它们，直到雾气渐渐升起，所有的蝴蝶又回到

树上变成棕色的小树叶。这让我想起妈妈讲的一个

故事：灰姑娘在舞会结束后又变回了原样。”

（生自由读）

师：谁能来用这些例子说明前面的问题？

生：第一段话告诉我们，如果在作文里写对话，

对话的形式有几种。第二段话告诉我们，如何描写

景物或者是动物。

对三年级的学生而言，领悟表达方式在平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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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与讲评学生作文，有效性当是我们的

不二追求。有效的前提是指导的精准

化，即针对学生学习差异有的放矢。换句话说，对

症下药，而不是空泛地写几行批语，或笼统地谈几

句建议。

及物系统理论源自西方系统功能语言学理

论。语言学家韩礼德和哈桑把语篇（文本）的三大

功能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分别对

应于语场、语旨和语式。其中，概念功能指文本的

及物系统，它是用一套易处理的过程来表达对经

验世界的理解。

一、及物系统理论简介

1. 及物系统的概念、外延

世上万物均可分解为若干过程，比如“旅行”

可分解为：出发、乘机、游览、返程、回家等过程，

其中的“乘机”又可以分解为：进机场大厅、取票、

安检、候机、登机等。任何语篇（文本）都是说话

人意识的言语化产物。从意识到言语，也有一个

分解或转换的过程。说话人思想中要反映的主

客观世界不外乎六个过程，它们涉及一定的实体

（参加者）、时间、空间和方式（环境因子），这就是

及物性。

运用及物系统理论实施习作精准指导

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学院 谈永康

学习中比较少，所以此次执教也是适可而止，仅仅

是通过实例让他们了解准确表达的标准。由阅读

思考语言表达形式，能够让阅读具有双重意义，为

实现学生学会表达打下基础。

本课的最后，我带着学生回顾这堂课。一开始

先猜人物，目的是了解人物的特点。然后，老师问

了几个小问题，这些小问题只有联系这本书的其他

部分才能解决。阅读要懂得提问题，要懂得去思

考。再就是把鲍雷伊的成长写出来，体会到困难对

于一个故事的重要性。最后我们分析了如何来评

价这本书，为什么说这本书胜过了所有的作文书。

这是我第四次执教《亲爱的汉修先生》，对书中

的内容比较熟悉；而学生阅读的时间比较短，对内

容不是很熟悉，所以各个环节进行的速度都比我想

象得要慢。因为是公开课，要展示的方面很多，我

就把自己能够展示的部分都拿出来了。但是，在我

心中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语言去理解这本书的内容，

通过对表达方式的探究，明确作者表达的特点。

书只是一个载体，根据一本书的特点，让学生学会

理解和运用语言，这是阅读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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