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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冯绯楠 -

 “快乐读书吧”的项目式阅读实践研究
——以语文三年级上册“快乐读书吧”为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

下简称“新课标”）的颁布为一线教师对“快乐读

书吧”的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新

的思路。而项目式学习，作为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

种教育理念，是一种将新课标中提到的“主题学

习”与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本文

通过以项目式阅读为基本设计思路来探究“快乐读书

吧”的有效教学方式，旨在让一线教师对“快乐读书

吧”的教学有一定的启发。

一、项目来源：当“快乐读书吧”和“项目

式阅读”相遇

新课标的提出为一线教师的“快乐读书吧”的

阅读教学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笔者在教学小学语

文三年级上册“快乐读书吧”时，尝试引进项目化

学习的理念，将阅读教学和项目化学习相结合，形

成与教材相匹配的项目式阅读的学习模式，以问题

驱动的方式引导学生通过参与系列化的项目活动，

从而进行自主合作式的学习探究，最终形成物化的

阅读成果的一种教学和学习模式。

二、项目设计：“快乐读书吧”的项目式阅

读设计思路

笔者结合常州市新北区示例的课外阅读指导

阅读课四种课型范式，加入“项目式学习”理论和

“快乐读书吧”的阅读教学内容，从教学模式和学

习模式两方面展开，以三上“快乐读书吧”为设计

案例进行具体说明。

1. 项目问题：依托语文要素，设计驱动问题

“快乐读书吧”位于第三单元，其所在单元

的人文主题是“中外童话”。在本单元“快乐读

书吧”中，笔者要求学生了解童话故事的基本特

点，能讲好童话故事，同时依托本单元的语文要素

“试着自己编童话，写童话”，即能够编写自己喜

欢的童话故事，或能够将自己喜欢的童话故事编写

成剧本，小组合作最终将自己的阅读成果以物化的

形式呈现。

此项目的本质问题是如何让学生有创编童话的

能力，进而进行创编童话。对此，笔者在教学这一

单元时设计了以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式问题来驱动

学生学习：学校将开展童话故事表演会，你将设

计怎样的童话故事？童话故事中的人物又会经历

怎样的奇妙旅程？

依据课外阅读指导阅读课四种课型范式，在推

荐导读课上让学生由课内阅读向课外阅读延伸，让

学生进行“头脑风暴”，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进

而产生项目学习兴趣。例如，在《稻草人》的推荐

导读课时，就可以指导学生读好目录。通过阅读目

录，让学生猜一猜可能会发生的故事，激发学生继

续阅读的兴趣。

2. 项目准备：设定阅读目标，制订阅读计划

从知识与能力目标方面来说，童话故事的阅

读进程以两周为期限，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读“快乐

读书吧”中推荐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

《稻草人》三本童话故事书，根据书目内容的长短

和难易程度来规划自己的阅读进度，同时做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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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通过阅读童话故事，掌握童话故事的基本规

律，了解童话故事的特点，以此发挥想象进行童话

故事的创编，为编写童话故事奠定基础。

从前期准备上，学生可以利用网络进行相关资

料搜索，了解作者的相关经历和写作背景以及童话

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以《安徒生童话》的阅读

交流课为例，本节阅读交流课的目标是进行阅读速

度的进度调控，同时对学生出现的困惑进行答疑、

策略指导。因此在项目设计中，教师应当关注推荐

导读和阅读交流的联系、整本童话故事和单篇童话

故事的联系、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的联系。

三、项目实施：以驱动性问题完成项目任务

1. 入项活动

首先，教师可在推荐导读课中提供典型的童话

故事样例供学生进行欣赏及讨论，以此来了解学生

对于童话故事特点的掌握情况。其次，提出驱动性

问题——如何写好童话故事。组织学生针对这一问

题进行讨论，不断分解题目中的疑难点，从而促进

学生形成思考路径。最后，鼓励学生按照自己喜欢

的童话故事内容，自主选择项目小组以及明确小组

应完成的项目任务，依据阅读计划和安排提交最终

成果。

2. 知识与能力建构

（1）童话故事的特点是什么。各任务小组在

认真学习课文的基础上更容易阅读“快乐读书吧”

的内容，小组自由选择童话故事，进一步了解童话

故事的结构特点。以反复结构的童话故事为例，

《安徒生童话》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

新装》，《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虱子和跳

蚤》等都是具有反复结构的童话故事，通过阅读这

些童话故事，可以让学生明晰童话故事中具有结构

反复的特点。除此之外，通过一二年级的学习，学

生已经基本明白童话故事具有拟人化的特点，故事

中的花草树木都可以像人一样说话、跳舞等。因

此，在本单元知识与能力的维度上，除了要掌握基

本的生字词外，还需要让学生掌握童话故事中常用

的修辞手法，例如：比喻、拟人、夸张等，以此来

提高学生编童话、写童话的能力。

学习支架：在阅读指导的读写结合课上，教师

通过提供分析框架，让学生根据问题清单和分析框

架来分析三篇具有反复结构的典型童话故事，学生

利用思维导图画出并列式反复结构和递进式反复结

构的童话故事特点，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不同，根据

所学的内容来进一步修订评价量表，形成展示成果

的第二稿，明确童话故事应该有的基本特点。

（2）如何讲好童话故事。“讲故事”对于三年

级的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但讲好童话故事和复述文

本内容存在一定的区别。学生进入三年级后，对于

讲故事的要求要进一步提高，例如引导学生关注故

事中的题目、人物、印象深刻的情节等等。讲故事不

是背课文，可以在讲故事时把一些书面语言转化为口

头语言，甚至添加或减少一些词语都无伤大雅。

学习支架：教师依据新课标中对第二学段的学

习要求，帮助学生汇总讲故事的方法，在小组合作

中来共同制订讲好童话故事的评价量化表。

（3）如何写好童话故事。“如何写好童话故

事”也是本项目的驱动性问题，学生依据这一驱动

性问题，结合所学习的创编故事的方法进行故事创

编。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搭建童话故事框架，再依据

框架中的关键词进一步填充内容，把小组内创编的故

事在成员间互相交流、再次修改，最终形成一套或者

一系列的童话故事集，在成果展示中参与评奖。

学习支架：教师推荐一部分具有明显特点的童

话故事，引导学生从中汲取灵感，组织学生对不同

童话故事的相同特点进行汇总，再依据驱动性问题

选出自己最喜欢的童话故事结构。例如，同样以反

复结构的童话故事为例，除了“快乐读书吧”中所

推荐的童话故事书外，教材中也有许多不同反复结

构的童话故事。

3. 探索与形成成果

在探索阶段，每个项目小组都应当明确自己

的童话故事主题，列出自己想要编写的童话故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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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并进一步完成童话故事编写的进度表，让自己

对项目的完成情况有一定的时间概念。项目小组成

员根据童话主题分别进行文字初稿、配乐选择等方

面的活动，通过汇总每位成员的成果从而形成童话

集的第一稿。

4. 评论与修订

根据教师和同学们一起制订的评价量化表，项

目小组之间进行讨论、交流，进行互相评价，同时

教师也应当参与到小组间的互评当中，并提出修改

意见。

5. 公开成果

在第三单元学习结束以后，班级内开展童话故

事会活动，届时邀请学校内教师、感兴趣的学生

以及部分家长参与，学生将编写的童话故事以小

组形式，通过视频播放、口头汇报（结合图片）

进行项目展示，最终通过项目评价量化表对各个

项目小组进行评价并颁发奖状。

6. 反思与迁移

每一次的小组合作之后都应当尝试进行实践

性的反思，例如，项目开展过程中小组成员表现

优秀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合作过程中是否有过分

歧，如何解决这些分歧？这一次的童话故事表演

中的文本、音乐是否使用恰当？还有没有更好的

表达方式，等等。教师还可以分享一些优秀的童

话故事读本供学生进行学习。

四、项目成果：形成物化的学习成果

1. 个人成果

作为项目小组中的一员，将项目成果——童话

故事集中的某一部分进行100字左右的文字说明，

说明自己这样创编的理由是什么，运用了哪些修辞

手法和写作结构。

2. 团队成果

语文的项目式学习最终指向的是读写结合，和

小组成员一起创编童话故事集，故事集的形式不局

限于文字稿，还可以是视频文件，也可以是演示文

稿、现场表演或其他形式等。而故事集中的内容应

当包含如下要点：故事人物、故事发生的时间、故

事发生的地点、故事的阅读对象。

五、项目评价：多元化的评价项目成果

1. 看人物猜童话

通过两周的童话故事阅读，学生已经认识了

不少童话人物，可以利用课件进行人物出示，让学

生猜一猜此人物属于哪篇童话故事。还可以让学生

画出主人公形象图让同学来猜，增加了游戏的趣味

性，也让学生更有参与感。

2. 童话故事推荐会

学习了写童话的秘密，让学生利用童话的结构

特点自己动笔创编一则童话故事。大家依据评

价量化表进行评价，推荐大家最喜欢的童话故

事，并说明听后感。童话故事的编写人要向听

众说明自己的编写理由以及对自己所编写的故

事进行评价。

3. 童话故事小剧场

创编的故事通过表演的形式展现，让学生根据

小组内创编的童话故事进行表演，表演节目之后，

可以让观众对表演内容、表演道具的使用、表演音

乐的选择等进行评价。

综上所述，在“快乐读书吧”的阅读教学中运

用项目式学习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项目式阅读是

一种趋势，教师通过整合三年级上册“快乐读书

吧”内容，围绕“中外童话”这一阅读主题开展

项目活动，能够帮助学生在项目式阅读中培养对

童话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通过本

次实践研究发现，“快乐读书吧”的项目式阅读

为教师的阅读教学方式提供了启示，具有较强的

实践意义。教师可以不再局限于教材的编排，而

是通过一系列的项目活动将零散的知识点转化为核

心知识，通过驱动性问题让学生在自主阅读和合作

探究中提高自身的核心素养。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薛家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