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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导向下整本书阅读的
价值意蕴，支架设计，活动实施

——以《边城》为例
摘要：“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是高中语文学习任务群之首，有着极其

重要的地位，深入推进整本书阅读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至关重

要。本文以《边城》为例，在语文核心素养导向下，从价值意蕴、支

架设计和活动实施出发，为一线教师提供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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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2017 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颁布后，培养

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便成为高中语文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是学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和建构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

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及其品质。①“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作为语文 18 个学习任务群

之首，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至关重要。当然，整本书阅读在具体实施中要

融合其他学习任务群开展教学。本文以《边城》整本书阅读为例，从价值意蕴、

支架设计和活动实施三个维度为教师整本书阅读教学提供有效策略。

一、《边城》整本书阅读教学价值意蕴

《边城》所在的单元属于选择性必修课程中“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

习任务群。这一任务群旨在让学生大体了解现当代作家作品风貌，把握中国现当

代文学作品思想性、文艺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提高文学阅读

和写作能力。《边城》符合新课标中“语言典范、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思想水

平和文化价值”①的要求，又因其是带有田园牧歌情调的散文化小说，与高考散

文、小说的命题方向高度重合，因此，无论从艺术层面还是高考层面，《边城》

都值得一线教师精心设计，开展整本书阅读。

1.语言价值

语文教学关键在于培养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而此项能力的提升必须在

具体语境中进行。《边城》作为一部语言清新、意蕴深刻的经典之作，就是优质

的语言材料。小说散文化、抒情化和诗化特征，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入了新

的活力，展现了一幅牧歌式的湘西画卷。②小说中还充斥着大量体现湘西特色和

湘西文化的语言，比如翠翠与傩送对话时讲的湘方言、迎亲送女的民歌等。学生

可以通过赏析相关语段欣赏小说的语言之美，进而将其迁移到自身的语言表达与

运用中去。

2.思维价值

语文活动重在提升学生思维能力，正如朱绍禹所说：“语文科是语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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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思维学科。”③《边城》篇幅不长，但处处可见沈从文的创作匠心，从

赏析作品本身和阅读研究资料两方面，学生的思维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小说叙

述采用圆形循环结构，如翠翠的爱情和她母亲的爱情是一种命运的循环，小说时

空是围绕者端午节展开的循环。在阅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学者研究论

文，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作者的创作动机，多元解读小说的主题意蕴，提升学生思

维品质的深刻性和批判性。

3.审美价值

小说构建了一个充满人情的“桃源”世界，无论是翠翠与大老、二老之间的

爱情纠葛，还是翠翠与爷爷之间的祖孙情感，抑或是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生活方

式，都展现了近乎原始的淳朴自然的人情美和人性美。阅读时可以引导学生感受

和理解其中的情感美。

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

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小说中还有很多因为善良而发生的悲剧，例如大老不

愿与弟弟竞争，大方出走却遭遇意外；爷爷担心孙女的婚事在两兄弟间摇摆不定，

却引起了二老与翠翠间的误会，爷爷在风雨交加中怀着惆怅死去……“悲剧是将

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④，可以引导学生感受宿命安排下的悲剧美。

4. 文化价值

《边城》是学生了解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小说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节

日文化、婚恋文化、丧葬文化等，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内敛与含蓄。通过细读文

本、梳理情节等方式，学生能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提升文化自信。

另外，本文不能忽视的是传统意象的大量使用，例如“鱼”“水”“黄昏”

等，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意象群组，对推动故事情节、塑造人物性格、表达复杂

情感、体现深层意蕴上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学生通过对意象的分析，能深入理

解中国传统意象的象征义，更好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二、依托学习任务群设计阅读支架

从具体的阅读情况看，中学生的整本书阅读呈现碎片化、肤浅化与功利化的

态势，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做“简单的提倡和一般化的结果验收，无过程

指导和监控，学生究竟读没读，读得怎么样，无从得知，近乎放任自流的状态”
⑤。因此，整本书阅读切不可“放羊式”教学。从学生认知水平上来看，学生适

应了单篇语文教学，面对整本书阅读，存在解读单一、留于浅层，未能掌握解读

文本的具体方法等问题。基于现状，教师必须给学生搭建阅读支架，让学生在自

主阅读中更有方向。教育学中所谓的“支架”，是指教师为了给学生的学习过程

提供支撑，促进学生知识经验建构的一种手段，促使学生的学习认知达到更高层

次的水平。整本书阅读中的教学支架不是随意设计的，需要在“整本书阅读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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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学习任务群的基础上，融合其他学习任务群，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1.依托“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任务群补充语料

周剑清和谭艳柳在论文中提出，“整本书”在语文教育情境不单只是“一本

书”，而是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多个文本、多本著作的有机整合。⑥新课标中“中

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任务群要求精读代表性作家作品，把握其精神内涵与艺

术价值，因此，适当补充与作者沈从文相关的人物传记、学术研究、文学评论等

语料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学生能将小说放置在特定时代背景，理解作者创作

意图的前提。

此外，语料的补充还可以围绕阅读中可能会存在的困难点选择。例如，学生

对小说中传统意象的理解有障碍，可以选择关于《边城》意象解读的优质论文，

为学生提供思路范式。但是此类语料的选择贵在精，不在多，要让学生既有范式

支撑，又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

2.依托“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任务群指导方法

整本书阅读旨在学生通过自主阅读形成和积累自己的阅读经验。在学生初次

阅读《边城》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综合运用精读、略读、浏览的阅读方法。

第一步，预热。教师指引学生阅读作者小传、序言、目录、阅读提示、后序、

文学评论等正文以外的内容，初步了解写作背景、主题思想、情节梗概等内容，

帮助学生建立对文本的初步印象，形成阅读期待。第二步，通读。教师提供《边

城》章节概述表格，学生梳理每一章节内容，并形成个性化概括。第三步，任务

驱动。教师从小说要素出发，引导学生从人物、场景、语言等角度入手，敦促学

生有计划、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推进阅读进度，启发阅读思考，高效完成整

本书阅读任务清单。第四步，研读交流。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自由交流阅读感受，

诊断阅读问题，解答阅读疑惑，拓展阅读深度。

3. 依托“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读写结合

叶圣陶曾说：“多读多做固然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怎样读，怎样写。”
⑦整本书阅读同样指向读写结合，但由于学习活动的特殊性，活动要有别于传统

的单篇课文教学。

学生自读期间，教师依据学生具体能力布置每日自读的阅读任务，要求学生

在书上对印象深刻的观点、情节等作批注。教师围绕具体章节设置讨论主题，学

生思考后写在学习任务清单上。教师通过浏览阅读清单确定课上议题，课堂上组

织学生交流讨论。 在此过程中，学生完成了对整本书初步的整体把握，也培养

了撰写梗概、提要、心得的阅读习惯。

学生初读文章，课堂交流讨论细读文章后，会有更多的心灵感悟和阅读体会，

引导学生从读后感、结局续写、小论文初尝试、阅读随笔等多种角度记录个人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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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感悟，形成书面文字，再以读书交流会的形式全班展示分享。在活动过程中教

师要把主导权交给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解读，鼓励学生在读写结合的基础上大

胆表达。

三、指向核心素养实施阅读探究活动

在透析《边城》文本价值，搭建阅读支架后，就要开展具体的教学实施。本

文将从自身教育实践出发，为教师提供有效的教学策略，以期为整本书阅读提供

路径探索方向。

1.《边城》教学目标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指向学生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维度的全面提升，这就

要求教师在整部书阅读教学时围绕着核心素养设计教学目标，如表 1所示。

表 1:指向核心素养的《边城》整本书阅读教学目标

语文核心素养 学习目标

语言建构与运用 1.感知《边城》清丽、质朴的诗化小说语言特点，积累

丰富的语言材料，形成良好的语感。

2.品味小说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不同语言，通过语言透

析人物性格的形成与成长。

思维发展与提升 1.通读全书和补充语料，梳理小说主要情节。

2.探究作者的创作动机，多元解读小说的主题意蕴。

审美鉴赏与创造 1.感受小说传达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提升审美鉴赏能力。

2.精读小说，探究人物悲剧命运原因，理解小说温暖背

后隐伏着的悲剧感。

文化传承与理解 1.深入探究小说中的社会环境和典型意象，欣赏中华传

统文化之美。

2.理解小说中蕴含的湘西特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2.阅读计划清单

整本书阅读要具体落实到每天的任务，以任务驱动学生深度学习，并为学生

提供思考方向，阅读计划清单如表 2所示。

表 2:《边城》整本书阅读计划清单

天数 阅读计划 讨论主题 设计角度

第一天

《边城》导读，了解沈从文、

小说背景等，阅读补充语料

《沈从文传略》《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小说<边城>创

作始末》《又读<边城>》等。

请用几个关键词概括

沈从文其人，并说明

依据。

作者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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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细读《边城》题记、1-3 章

节，用 50-100 字分别概述每

一章节的内容，并给 1-3 章

节各取一个小标题。

沈从文笔下每个人物

出场是什么样的形

象？挑一个你感兴趣

的分析讨论。

人物形象分析

第三天
用50-100字分别概述4-6章

节，并各取一个小标题。

找出一些翠翠的语言

片段，探究其心理活

动。

主人公心理分析

——人物精读

第四天
用50-100字分别概述7-9章

节，并各取一个小标题。

作者怎么描写民风民

俗？有什么作用？可

以结合之前阅读过的

章节。

社会环境

第五天
用50-100字分别概述10-12

章节，并各取一个小标题。

祖父的形象是怎样

的？他在翠翠的爱情

里起了什么样的作

用？结合前后章节具

体分析。

次要人物形象分

析

第六天
用50-100字分别概述13-15

章节，并各取一个小标题。

作者怎样叙述“唱歌”

事件经过的？这一事

件在文中的作用是什

么？

重要情节精读

第七天
用50-100字分别概述16-18

章节，并各取一个小标题。

天保淹死事件安排在

整本书中有什么作

用？

重要情节精读

第八天
用50-100字分别概述19-21

章节，并各取一个小标题。

小说设置了一个“让

翠翠无限等待”的结

局，作者有什么意

图？你如何看待这个

结局？（你认为傩送

还会回来吗？）

主题意蕴探究

3.探究问题选择

阅读要读进去，也要读出来，因此，学生阅读在欣赏和理解文本的基础上，

还要对阅读内容进行审视和思考，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解读。教师要设计多元探究

问题，引导学生择其感兴趣的一二点深入探究，以期实现思维品质的提升。探究

问题的选择要从学生兴趣点出发，以下是可供参考的问题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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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物塑造角度：用转换视角的方式，选择翠翠、傩送，天保、爷爷、

顺顺、大黄狗、杨马兵等任意一个角色的口吻，转述《边城》故事。

（2）结局寓意角度：故事尾声，傩送坐船下桃源，翠翠在茶峒等待着他回

来，令人唏嘘。请你以傩送的口吻给翠翠写一封信，来表达傩送的心理和情感，

弥补未说出口的遗憾。

（3）主题意蕴角度：翠翠和傩送都是善良美好之人，但他们的爱情最终却

没有圆满。你觉得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4）个性化生成角度：深入探究后，选取你印象最深刻的场景绘制成《<

边城>研究型学习报告》封面，为自己封面设计一句题签表达你对《边城》的深

刻理解，并写上创作理由。

四、结语

整本书阅读是高中阶段语文学习的重中之重，而《边城》作为田园牧歌式的

小说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开展《边城》整本书阅读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

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得以调动，学生对文本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解读。

具体实践时，教师们可以引导学生将研究内容汇总成册，形成独属于自己的

整本书阅读研究报告，并在班级或年级作成果展示。总而言之，教师要适当“放

手”，给学生充分的阅读和思考空间，同时也要当好学生的“脚手架”，为学生

语文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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