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谈小学语文整本书阅读的师生共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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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应该将整本书阅读作为独立的学习任务

群，从学习任务群视角设计教学活动，引发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深度思考和探究，并且整本书

学习任务群明确提出“本学习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根据阅读目的和兴趣

选择合适的图书，制订阅读计划，综合运用多种方法阅读整本书；借助多种方式分享阅读心

得，交流研讨阅读中的问题，积累整本经验，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高整体认知能力，丰富

精神世界。”

小学生年龄小，更喜欢篇幅短小、内容生动、画面感强的绘本、漫画，对于整本书阅读，

有畏难情绪，如果放手让学生独立阅读，学生不容易坚持，也很难读出本文的价值，阅读的

效率不高。

师生共读，是教师与学生一起有计划、有组织地共同沉浸在一本书中，通过阅读并开展

各种阅读活动，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和核心素养，通过与书本对话、作家对话，不断阐释、碰

撞，编织共同的语言密码和精神密码，分享各自的阅读感受，丰富和创新书本的内涵。

实施师生共读、教师参与阅读，有利于教师正确把握书籍的内容和价值、整本书阅读的

方法和要领；有利于为学生提供阅读态度、阅读方法、阅读总结等方面的示范；有利于教师

了解学生阅读的需求、阅读中的难点，可以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也有利于彰显教师的

责任和水平，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任，发展亲密的师生关系。因此，师生共读也是提高学生

整本书阅读水平的一个重要策略。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阅读策略单元及“快乐读书吧”为抓手，以课内“单篇”

阅读为起点，重组阅读序列，为整本书阅读提供弹性空间， 有目的、有计划地在课内教学

中推进整本书阅读。笔者以《安徒生童话》为例，浅谈如何通过师生共读推进“整本书阅读”。

《安徒生童话》（人民教育出版社）由曹文轩和陈先云主编，共收录 11 篇童话作品，

难度适中。该版本选用的作品，既有叶君健的译作，也有任荣荣和林桦的译作，这三位都是

比较权威的译者。《安徒生童话》有众多版本，全班共读的这一版本，也是学生从各个版本

中挑选出来的，该版本的插图典雅，阅读指导和文中穿插的气泡图，对三年级的学生起到了

阅读指导的作用。



一、潜心阅读，挖掘教学价值

整本书的阅读内容较多，为能准确制定阅读目标，提高阅读效能，开展整本书阅读前，

教师首先应潜心阅读，立足整本书，厘清内容，梳理出作品框架和脉络，挖掘文本的文学价

值和教学价值，确保为学生的阅读提供有力的保障。其次，教师需要从文体、结构、语言品

质、表达风格、描写技巧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与同类作品进行比较，确定其核心价值，才

能使教学指导更聚焦，避免泛泛而谈。第三，还要立足学情，分析着力点。要使学生喜欢阅

读并交流这本书，还应该分析这本书可以打动学生的因素是什么，学生的兴趣点在哪里，可

能存在的难点在哪里，以及对于学生来说，阅读的生长点又在哪里。

安徒生在儿童文学史上，被尊为现代童话之父，他一生创作了 160 多篇童话，他以浪漫

而又幽默的笔调，活泼诗意的语言，浓郁浑厚的人文关怀，开启了文人创作童话的先河，其

蕴含的真善美，温暖和照亮了一代代小读者乃至大读者的心灵。所以，至今仍被全世界的人

民所喜爱。《安徒生童话》中的故事，也被选入部编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是童

话单元，语文要素是：感受童话的丰富想象，试着自己编童话、写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是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作者描述穷苦儿童的悲惨命运，揭露社会的不平和残酷，字里行间

透露着深刻的人文关怀。紧随其后的“快乐读书吧”也推荐阅读《安徒生童话》《稻草人》

《格林童话》。

二、唤醒兴趣，激发阅读期待

三年级的学生有一定的阅读经验，很多孩子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安徒生童话》，《白雪

公主》《皇帝的新装》《美人鱼》等故事早已耳熟能详，激活他们已有的经验，引发其继续

阅读的兴趣非常关键。

共读前，教师可以通过布置教室环境，在阅读角中贴上和作家、童话相关的精美海报，

吸引学生的注意，成为孩子课余时间欣赏驻足、交流分享的一角。比如，在阅读角中设计“作

家介绍”一栏。安徒生曾经说过：“人生就是一个童话。我的人生也是一个童话，这个童话

充满了流浪的艰辛和执着追求的曲折。我的一生居无定所，我的心灵漂泊无依，童话是我流

浪一生的阿拉丁神灯。”安徒生从小家境贫寒，一生境遇坎坷，他的父亲是个穷鞋匠，在安

徒生十一二岁时就病故，当洗衣工的母亲改嫁，安徒生从小就为贫困所折磨，先后在几家店

铺里做学徒，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艺术家，为了实现理想，14 岁时

只身奔赴哥本哈根，最后因为疾病及变声，这一理想破灭。于是，他开始了创作，由于出身

贫贱而不断遭到别人的嘲笑，他也毫不气馁，最终，他的决心打动了一些艺术家，他们资助

他上学，安徒生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为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从 1827 年起开始陆

续发表作品，最终成为一名享有世界盛誉的童话大师。



通过安徒生生平事迹的介绍，教师告诉学生，很多人说《丑小鸭》就是安徒生的自传，

读了安徒生的生平，再去读读《丑小鸭》，能不能从中找到相似之处呢？你有什么发现，到

课堂上和大家一起交流。

通过以上设计，激发了学生对《丑小鸭》的好奇，从丑小鸭的外貌、生活的环境、不平

凡的经历、最终的结局等，捕捉到了和安徒生经历相似之处。有的同学说：“丑小鸭努力想

融入一个又一个群体，他想把步子走得漂亮点，让大家把他看作是一只正常的鸭子；想和大

雁为伴，当猎狗追咬大雁而避开他的时候，甚至觉得有些遗憾……这些就有安徒生的影子。”

老师补充：“安徒生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有这样的话语：由于我长得丑并且将永远贫穷，谁

也不愿意嫁给我。安徒生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羞怯、孤独、敏感的人，受尽冷眼，渴望得到

别人的认可，融入他向往的生活。”学生通过以上对比，不再觉得《丑小鸭》早就读过了，

也知道结局，没有什么可读性，而是带着对作家的好奇再次阅读。

三、聚焦素养，确定共读目标

统编版三上第三单元的人文主题是：游历奇妙的童话王国，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感受

童话丰富的想象。笔者根据《课标》第二学段“阅读与鉴赏”的要求，将整本书阅读的目标

定为：1.积累语言：摘抄积累优美的词语、精彩的语段，感受童话的语言特点，说说自己的

感受；2.感受形象：感受童话丰富的人物形象，通过阅读任务单记录并交流人物特点；3.

复述故事：能运用思维导图复述喜欢的故事，与同伴交流阅读感受；4.发展想象力：创编故

事的不同结尾，或用图文、表演的方式再创童话。

童话要用童话的方式来阅读，本设计根据童话的特点展开，打开学生对童话的憧憬，激

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借助课本中学到的阅读策略，在整本书阅读中进一步活学活用，提高阅

读效能，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学生依托经典又超越经典，真正把阅读化为自己的

成长收获。同时，教师通过设计阅读任务单、思维导图，给学生思维的支架，引导学生在阅

读中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深度思考，逐步掌握阅读策略，为成为独立的阅读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强化指导，促进深度阅读

在整本书共读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当好学生和书本之间的“摆渡人”，开展有针对性地

指导，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循序渐进地促进学生深度阅读。

整本书的阅读任务不是在课堂上一蹴而就的，而是按照“导读－推进－延伸”的步骤，

由课堂到课外再回到课堂的一个长程的过程。教师在课堂上激发兴趣、对话作品、指导策略，

开展导读，和学生一起制定阅读计划；延伸到课堂外由学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自主阅读，

然后回到课堂上聚焦体裁或人物特点，涵泳体会交流；最后，再结合文本体裁特点或单元语

文要素，设计延伸阅读活动，创作、表演等。

导读阶段，教师可以设计“熟悉的人物猜一猜”，让学生根据图片，猜一猜是书中的哪

篇故事。通过查看目录，熟悉整本书有哪些童话故事，有没有自己熟悉的故事，最想阅读的



是哪篇？看到题目有哪些猜想？在安徒生的笔下，生活的一切都能成为他故事的主角，教师

要善于挖掘三年级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需求，发挥目录的作用，引导学生通过观察目录，发

现童话主人公形象的多样性，借助表格给主题归类，比如：把目录分为：人、动物、植物、

玩具等，通过对目录的加工，培养学生整体感知能力和类化整合能力。

推进阶段，教师要聚焦阅读目标，制定好阅读计划。目标清晰、任务明确、评价多元，

才能使整本书阅读有始有终。在《安徒生童话》的整本书阅读过程中，可以制定以下阅读计

划：

阅读进程 阅读时间 阅读目标 阅读方式 阅读评价

导读 一课时 1.查看封面和目录，知道整本

书的框架；

2.了解安徒生生平；

1.查看书本目录

2.搜集资料，查阅作

者生平

1. 看图猜故事

2. 给目录分类

3. 介绍作家

推进 阅读一周，

上一节汇报

交流课

1. 品读语言：摘录优美的语

言，发现奇异的情节，关注作

家幽默的表达；

2. 品味人物形象：选择 1—2

个喜爱的人物，说说人物特点。

1. 摘抄、做批注

2. 交流感悟

3. 完成阅读单，交

流人物的特点（交流

1课时）

1. 摘抄赏析

2. 你说我猜

3. 交流发言

阅读一周，

上一节汇报

交流课

1. 复述喜欢的故事；

2. 交流阅读感悟和启发；

1.借助思维导图复述

2.小组交流阅读感悟

（交流 1课时）

1. 童话大王

2. 精彩片段趣配音

3. 我的读书感悟

延伸 准备两周，开

展一次小展

示

1. 把喜欢的故事改编成课本

剧，演一演；

2. 根据词语编童话，或为喜欢

的童话改编结尾。

1. 改编剧本，合作

表演（1课时）

2. 创编童话，交流

（1课时）

1. 安徒生小剧场

2. 金牌小作家

3. 金牌插画师

表 1：《安徒生童话》阅读计划

根据三年级儿童的特点，学生按计划表，分小组开启阅读打卡活动，可以和组员合作

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挑战自我，比赛谁完成的阅读任务最多，每项

任务获得相应的积分。

三年级是学生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也是三上的语文要

素，而语言就是安徒生的“画笔”，安徒生一生走遍欧洲，他把各国的人文地理风貌写进童

话，语言优美生动、富有想象力。教师要让学生在阅读中摘抄积累优美的语言，可以是景物

描写、幽默的表达，或是夸张、比喻等形象化的描写，还有一些句子类似于格言警句，发人

深省。比如“只要你曾经在一只天鹅蛋里待过，就算是生在养鸭场也没有什么关系。”（《丑

小鸭》）“水在不倦地流动，因此坚硬的东西也被它变成柔和的东西，我也应该有这样不倦

的精神。”（《野天鹅》）教师可以示范朗读书中的优美句段，引导学生以个人阅读、同桌

互读、圈画摘录、制作美文书签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同学交流分享，并说说自己的阅读感

受，激发学生个体化体验的生成，落实阅读目标。



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形象众多，往往具有多面性格，聚焦人物形象，教师可以设计“阅

读披萨饼”，通过趣味化的填空，写出主人公及其各自不同的特点，比如：《坚定的锡兵》

中的锡兵，学生填写的是：坚定、镇定、勇敢；《野天鹅》中的艾莉莎：美丽善良、坚持不

懈、忍受委屈。每一块比萨饼，都可以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人物形象，从而让阅读变

得更加有趣，认识到形象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复述喜欢的故事时，教师可以借助思维导图，为学生提供思维的支架，降低复述故事

的难度。比如：《丑小鸭》可以用鱼骨图或糖葫芦式的思维导图，以丑小鸭经历的不同地点

和遇到母鸡、野鸭、大雁、猎狗、猫等一连串遭遇，梳理故事情节；学生把这一方法迁移到

《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这篇童话中，老头到集市上卖马，用一匹马换了一头牛，继而牛

又交换成羊，最后经过一系列交换，得到了一堆烂苹果，老头回家得到了老太婆的一个吻，

并以此和别人打赌，赢得了一堆金币。进而感悟到一个道理：老头虽然看似在走下坡路，却

总是很快乐。这本身比交换到的东西更值钱。

学生交流分享时，教师要认真倾听，鼓励学生自由表达，抓住重点内容引导学生深入

研讨，通过师生交流提高思维的深度，进而前后勾连对整本书产生更完整的认识。

五、丰富反馈，推进持续阅读

在阅读过程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注重师生、生生间的互动，要时刻关注

学生的情感态度，依据阅读目标，设计学生感兴趣、有能力完成的学习任务，并通过教学评

一体化设计，不断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积累阅读收获，巩固阅读策略，提升语言表达和思

维能力。

在延伸环节，教师可以通过班级小展示，肯定、鼓励学生发表阅读成果，对学生的学习

效果做出有效评估，要具有实用价值和趣味性。如：设计开展“安徒生小剧场”，学生根据

喜欢的故事或情节表演童话剧。孩子们分工合作，有的设计童话剧海报，为童话剧编写宣传

语；有的进行台词的改编，在排练时一遍遍修改，并关注到每个角色的不同神态和动作，还

有的小组为童话剧精心选择服装和背景音乐。教师要适当为学生改编剧本提供帮助，比如：

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乞求别人买火柴时，小女孩的语气有请求、乞求到悲伤、无奈；《野天鹅》

中的艾丽莎为解救哥哥不能说话，通过不同的动作和眼神来表达内心活动。

师生作为评委，不要求童话剧的台词和表演精准完美，只要学生在体验中感受到童话的

神奇和美妙，体会到角色的喜怒哀乐，与作家笔下的文字同频共振，就达到了反馈的目标。

因此，评价的标准可以宽泛一些，多为学生设立一些奖项，如“最佳表演奖”“最佳编剧奖”

“幽默风趣奖”等，鼓励学生的创意与表达。“金牌小作家”活动，由学生根据词串创编童



话故事，或改编故事结尾，深入体会童话丰富的想象力，体现自己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最后

把每个小组的故事和学生绘制的插图汇编成《班级童话手册》，进行班级展示。

总之，师生共读整本书是基于教师对书本的用心挑选，对阅读过程的精心设计，对阅读

活动的深度开发，对阅读策略的灵活使用，和对阅读评价的整体把控，教师还需要重视引导

学生在阅读中有所体验和发现，从中积累成功的阅读经验，为学生将来成为独立的阅读者打

下坚实的基础。

单位：常州市博爱教育集团丽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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