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圈”模式下的整本书阅读与研讨①

———以《苏东坡传》为例

招健君

摘　 要:“文学圈———学习共同体”旨在创设一种自由、愉快的学习氛围,将学生置于真实的阅读情境,使个体
阅读和群体阅读相结合,充分利用各种工具和资源,以读导写,以写促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阅读过程中去,让
学生亲身体验阅读、自主思考、合作探究. 本文以《苏东坡传》为例,以“文学圈”的形式组织阅读活动,探析“文学
圈”模式在“整本书阅读”活动开展的目标定位、学习资源的选择、资源选择、语文情境的设计、成果展示等方面,
对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在课堂实践方面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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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文学圈———学习共同体”旨在创设一
种自由、愉快的学习氛围,将学生置于真实的阅读情
境,使个体阅读和群体阅读相结合,充分利用各种工
具和资源,以读导写,以写促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
阅读过程中去,让学生亲身体验阅读、自主思考、合作
探究.
一、 文学圈教学法的概念与特征

文学圈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教育家 Ｈａｒｖｅｙ Ｄａｎｉｅｌｓ
提出的,并且出版了《文学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室里
的呼声与选择》一书,之后文学圈阅读教学就开始受
到人们的关注,并且在中小学得到了应用. Ｈａｒｖｅｙ
Ｄａｎｉｅｌｓ对文学圈进行了定义,他指出文学圈是将阅
读同样的故事、小说以及其他的相同类型的文学等组
成的小型、学生主导的讨论小组. 学生在小组中进行
讨论,并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进行表达,在交流中将
阅读的精华部分进行分享,最后在讨论完之后,交换
小组成员选择更多的阅读材料,组成新的文学圈,对
新的内容进行阅读和讨论.

文学圈教学法的核心特征是以学生为主,具体而
言,一是体现在阅读相同文学作品;二是学生自主组
成阅读讨论小组;三是各小组自行制订讨论计划,确
定讨论的主题,查阅与阅读作品相关的其他内容;四
是开放式的讨论与交流,并形成阅读报告;五是教师
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六是构建多元评价系统;七是营
造轻松、有趣、随意的课堂氛围.
二、 “文学圈”教学模式在整本书阅读中的运用

１. 主题统领的资源内容选择与组织,支持、配合
学生的学习活动

我们确定以《苏东坡传》作为阅读主体,通过苏
轼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与精神传承.
而仅阅读一本传记是不足以全面了解一个人的,因为
我们引导学生组成“文学圈”,引导他们主动阅读更
多的苏轼的诗文,感受作者的心路历程. 更好地完成
“整本书阅读与探讨”这一任务群.

在具体实施指导中,不仅重视认知层面上的指
导,还强调实践方面的引导,充分展现了立德树人这
一综合性、实践性的目标. 所以在阅读《苏东坡传》
整本书的同时,还需引导学生阅读更多的文章,如余
秋雨的《苏东坡突围》、康震《康震评说苏东坡》、纪录
片《苏东坡》,叶飞的《苏东坡的千年人生智慧》等,进
一步拓宽学生的阅读范围. 在整本书阅读设计中,文
学圈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让学生先选择他们各自
喜欢的作品,然后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分组,在每组
中设置不同角色,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小组讨论和交
流,最终总结讨论的情况,形成反馈,之后再进行新一
轮的小组交流. 这样,自主性和任务驱动相结合,增
加学生的阅读量,引导学生探究式阅读,并开展相关
写作.

２. 真实语文生活情境中的深度学习,引发学生的
言语实践行为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版)》要求:“语
文课程应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自
主的语言实践活动,积累言语经验,把握祖国语言文
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在真实的语文运用情境中学
习语文,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目
的性、问题意识、任务意识,而且学以致用,便于知识
的建构与能力的提高.

因此,引入“文学圈”概念进行整本书阅读,促进
学生的读写结合,以写促读,有利于构建学生的语文
素养. 先确定“文学圈”的圈主,然后让他(她)自主
组织有共同阅读爱好的“圈友”,定好“圈名”,形成一
个“阅读—写作—交流”的“学习共同体”. 班上分别
组成了以古诗文中意象命名的流光圈、飞鸿圈、春江
圈、明月圈等六个文学圈. “文学圈”确定了之后,借
鉴文学圈教学法,确定“文学圈”的主持人、综述人、
联想人、文化解读人、图解人和词汇讲解人等不同的
角色,将小组成员的分工和任务明确下来,这就使得
整本书阅读过程中,所有学生都有参与的机会,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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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参与,而且这些不同的角色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特点进行选择,以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确定“文学圈”后,分配不同的阅读任务,比如,
任务一,根据阅读《苏东坡传》后你对苏轼的了解,
“假如苏轼有朋友圈,你会为他的哪条朋友圈点赞?”
赏读苏轼在黄州所写的部分诗文,圈内分享阅读感
悟,体悟东坡思想. 圈主综述圈内点赞内容,并在主
题活动课上展示. 任务二,“东坡在黄州———微电影
剧本写作”,每个文学圈根据所阅读的材料,选择苏轼
在黄州所写的一两篇诗文为背景,创作一个微电影剧
本,以反映苏轼在黄州时期一个生活情境,突出苏轼
的精神风貌,并在主题活动上展演. 展演当中必须包
含朗诵的部分. 任务三,在阅读课堂活动结束后,以
“假如要新建一座苏东坡纪念馆,请你为苏东坡纪念
馆展厅撰写前言和寄语. 要求:前言侧重客观评价,
寄语侧重时代意义.”作为学生个人的阅读总结和评
价,并在圈中交流分享,评选优秀作品.

“文学圈”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实践平
台,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在此期间,教师当好
“引导员”的角色,教师向学生提出明确的教学目标
和学习要求,包括阅读方法指导,学生通过自主阅读
和学习共同体的共同探究合作,阅读后,以写作作为
阅读的反馈. 必要时,教师面向学生群体进行指导,
把教师的讲授和学生学习共同体结合起来,把个别指
导与群体指导结合起来. 可以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
开展讨论,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实现组织方式手
段的创新性. 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实现“整本书”的
有效阅读,师生共同发展.
三、 学习的成果与表现

“文学圈”的组织形式中,学生形成了一个“微社
会”,这就首先要锻炼一种合作意识和能力,其次会锻
炼口语表达与个人自信,最后其实锻炼的是他们的独
立性,在合作中独立,在独立中合作. 我认为这是非
常重要的,也是当今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普遍缺少的
能力.

学生分享活动成果的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随笔、
观后感、制作 ＰＰＴ、阅读卡片、手绘思维导图、讲演诵
等,甚至用微视频、微电影、微博、朋友圈等 “互联
网＋”的方式. 这些生动活泼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有兴
趣、有动力去阅读文本,可以让学生边读边体验,并学
会运用语言准确、生动、有逻辑地表达自己的认识和
体验,展示小组和自我的风采. 也是语文实际生活运
用的体现. 例如这次活动中,“明月圈”的同学在阅
读《苏东坡传》后,关注到苏轼在黄州所写诗文中有
“月”这一意象的诗文,于是在圈内分析了“月”这一
意象在他心路历程上的不同象征意义,制作了《东坡
的月下独白》一组朗诵表演. “流光圈”阅读《苏东坡
传》以及收集了苏轼在黄州生活的一些细节,结合他
所写的诗文,创作了《躬耕东坡》的一幕微电影剧本.
“飞鸿圈”关注苏轼的“朋友圈”,“重现”了苏轼与朋
友两游赤壁的情境. “春江圈”注重文学评论,学习
选修《议论文选读》的“文学评论”单元,结合节目康
震《康震评说苏东坡》,学写文学评论,读后感. 文学
圈在共同阅读教师指定的阅读材料后,选择不同角

度,深入展开进一步的探究,丰富了学习模式和内容.
并呈现出不一样的阅读感悟,当这些“文学圈”学习
成果一起展示过后,不同圈的同学又会得到新的灵感
和启发,促进他们再深入探究. 这既达到了“任务
群”学习的目标,又使得学生在学习中相互铺路,共同
成长.
四、 课堂实践后的反思

１. 在生源参差的学校,可资利用的资源有限的现
实背景下,针对某一教学主题或学生问题,充分利用
现有课本资源加以整合,形成“任务群”,能突出阅读
材料的相关性、整体性及阅读策略的有效性,促进学
生思维碰撞,激发其个性化阅读、写作的体验.

２. 实践过程比较粗糙,学生的领悟能力和实践能
力有限,成果也比较单一,但学生却收获实效. 学生
在特定情境中主动积极地参与“文学圈”的交流,阅
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有机结合,思维与
情感深度参与. 教师通过推动、指导学生阅读与写
作,打破了教学内容的零散条块化、教学方式同质呆
板化、思维单一浅表化的局限,收获着学生灵感激活
的快乐!

３.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应试压力大,课
外阅读受限,直接导致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及相关知识
的欠缺,直接影响学生的写作思维缺乏思辨性,内容
欠缺新颖性、深刻性等. 另外,受语文学科特点的制
约,语文“易学难高”. 学生在语文学习上投入不足,
阅读量小,素材积累不足,写作时内容单薄就是必然
的. 因此,通过“文学圈”的活动,促进学生阅读的积
极性和参与性. 但需要教师长期有系统的指导、学生
长期练笔才能实现. 如何保持学生的阅读时间、整本
书阅读的目标层级化、可操作性与全员性、真实性与
有效性、有序性与高效性如何统一,也是要继续探讨
的问题.

４. 语文学习方式的广泛,组织诗歌朗诵会、成立
读书社、开展实地考察等等方式都可以成为“文学
圈”的组织方式. 但高中生在众多学科的压力下是否
能够承受得了,是否有些知识过于深入,涵盖了大学
的内容,这些都需要老师的细心衡量,悉心安排.

参考文献:
[１]刘淼.文学圈:阅读教学方式的变革[Ｊ] .语文

建设,２００６(８).
[２]吴欣歆.语文课程视野下的整本书阅读[ Ｊ] .

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７(５).
[３]吴欣歆.阅读整本书,整体提升语文学科核心

素养[Ｊ] .中学语文教学,２０１７(１).
[４]王彤彦.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策略[ Ｊ] .中学

语文教学,２０１７(２).
[５]刘千秋,董小玉.高中“整本书阅读”的现状

调查及方法研究[Ｊ] .语文建设,２０１７(１０).
[６]董健.指向整本书阅读的节选类文本教学尝

试[Ｊ] .语文建设,２０１７(２).

作者简介:
招健君,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彭加木纪念中学.

·０２·

周刊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