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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小学
徐新利

整本书阅读的传统模式一般先由

教师上导读课，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接着制订阅读计划，并采用中期检查

或阅读打卡等方法来进行过程监督。

最后，通过主题沙龙或者制作读书小

报等方式总结展示。

阅读一本较厚的书往往需要一个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能会因为

懈怠或兴趣转移半途而废。

还有一部分学生由于阅读间隔时

间太长，造成情节和逻辑上的理解混

乱。这不仅会影响阅读效果，还有可

能产生厌烦情绪，把阅读变成一项不

得已而为之的苦差。

那么，阅读习惯和模式有没有办

法改变呢？

办法就是将思辨融入名著阅读，

在阅读中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

学生的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再以

读后感、影评等多种方式推动学生的

思辨性表达。

整本书阅读的导读课一般都是从

激发兴趣开始的，但《西游记》的故事

学生通过影视已经非常熟悉，因此，

《西游记》的导读课就不能单从激发兴

趣开始。

我尝试进行了一次“不一样”的

《西游记》阅读活动，运用3个带有思辨

性的问题搭建起阅读模型。1.《西游

记》是怎么诞生的？了解历史背景，了

解作者，了解作品大意。2.孙悟空在书

中有几个称号？简单了解情节。3.孙

悟空是人，还是猴？是妖，还是神？

这3个问题指向创作背景、故事

情节、主要人物，看似简单，想解决它

们需要到书中寻找答案。这就是思辨

性阅读教学，它要有“点”的把握、“线”

的连接，还要有“面”的铺展。

教师要在学生阅读《西游记》中过

程性介入，此时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

集中阅读，已经收获不少经验与方法，

也产生不少思考与疑问。

在中期的推进课上，我抛出话题，

通过学生之间的对话，了解学生的阅

读情况。

在分享中，有的学生运用思维导

图梳理故事，有的赏析相关影视作品

和图书，还有的将原著与小学生读本

的文字表达进行对比，带着前期的收

获，激发探索整本书的欲望，推进后续

阅读。

学生在小组讨论过程中提出了各

种问题，抓住重点、矛盾点，甚至空白

点进行深度探究。最后，大家汇总了

几个最具思辨性的问题：

孙悟空被五指山压住，为什么不

变小出来？

孙悟空为什么不一个筋斗直接翻

到西天去取经？

为什么唐僧每次都不相信孙悟空

的话？

为什么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不出

牛魔王变的猪八戒？

有的问题关注书中着墨不多的内

容，例如针对白龙马这一角色：有关白

龙马的描述很少，白龙马也很少在危

急关头立功，那么这个角色在书中的

意义是什么？

一部名著就是一座文化宝库，岂

是一次就能读完读懂的呢？阶段性阅

读结束，我们会召开一次主题沙龙，采

用各种拓展活动激发二轮阅读兴趣，

然后从不同角度拓展，连续开展多轮

的后续阅读。每一次阅读学生都有新

的收获，也更深入地了解作者与作品。

《西游记》除了可以按章节顺序阅

读，我们还可以从角色、情节和环境这

几方面展开阅读。学生很快梳理出这

样的一条情节脉络：石猴出世，大闹天

宫；取经缘由，师徒来历；屡遭挫折，降

妖伏魔；到达灵山，取得真经。

通过思维导图，我让学生尝试画

“取经路线图”和“八十一难图”，变文

字为图像，帮助学生快速了解故事始

末。《西游记》中的地名有几十个，学生

将人物、事件融合到地图中，绘出一幅

遭遇磨难、打怪升级的路线图，能看到

孙悟空在情节推动过程中逐步成长。

阅读大部头名著更应该关注细

节，才能读出深度，读出味道。《西游

记》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当我们重读

时，除了要感受变幻莫测的情节，还要

从人性的角度关注作者想要表达的观

点和立场。交流课前，我给学生布置

的一项作业就是：假如我也有一双火

眼金睛，寻找《西游记》中的动人之处。

学生就很兴奋，捧着书一读再读。

他们非常敏锐，善于捕捉。如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被赶走之后，在返回

花果山的路上说：“不走此路500年

矣！”此前，我们都为孙悟空被师父赶

走而心疼，更为唐僧的决绝而气愤，此

言一出，更是催人泪下。

再如菩萨变成妖精，跟着孙悟空

去降妖。孙悟空开玩笑问：“是妖精菩

萨，还是菩萨妖精？”菩萨说：“菩萨妖

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

这里面的禅机，让学生讨论了好久。

学生阅读到了细微之处，获得了

思维的提升，了解到成长与救赎的文

学母题。

对于一部人、佛、仙、妖共存的巨

著，我们还要关注重要配角，可以将

他们罗列出来，如通过“实力排行榜”

评选活动，引导学生用辩证思维去理

解一个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配角存在

的价值。

有学生就关注沙僧：“沙僧真的很

沉默吗？”

我觉得从这个思考角度阅读是最

好的思辨训练。于是，学生开始了一

场辩证之旅，他们找出有关沙僧的片

段，从故事到表达，全方位剖析后，发

现有了这样一个角色设置才能更加凸

显孙悟空的张扬和猪八戒的懒惰。

《西游记》是一座宝藏，我们读它

不是为了做好阅读题，而是通过阅读

发展思维，学习方法，启迪智慧，体验

人生，最终理解：一部巨著总是包罗万

象的，是时代背景、情节发展和人物个

性的综合展现。

读完名著，我们还应该以图文并

茂、舞台表演、演讲辩论等各种方式表

达感受，展示自己对书“不一样”的理

解，从而提升思维品质，培养文学修

养，赢得文化自信。

大部头名著能读出什么“不一样”

近日，湖州市湖师附小教育集团携手
当地八里店交警中队，举办了一场名为
“安全出行，民警相伴”的校园交通安全教
育活动。民警在校园内模拟交通场景，指
导学生如何安全地识别各种交通信号和
交通标志，介绍安全头盔的正确佩戴方
法，以及如何应对突发情况。图为民警在
给学生演示酒精测试仪的工作原理和操
作方法。
（本报通讯员 严歆瑜 卢洁平 摄）

跟跟““叔叔叔叔””
学安全学安全

□宁波高新区实验学校
张卓君

书卷气是一个人最好的气质，书

香气是一个校园最好的氛围，“腹有诗

书气自华”是教师的美学。当你开始

阅读，便滋生安静的力量，凝结成一股

气流，在体内充盈着，美丽着。

读《温儒敏谈读书》，我不仅折服

于温儒敏先生的认真、勤奋和睿智，

还折服于他享受孤独的超能力。毕

加索说：“没有孤独，什么事都干不

成。”享受孤独的方式是什么？或许，

就是阅读。

阅读之乐，一人读，不如众人读。

于是，我想把这份美传递给我的学

生。我在班级QQ群里呼吁学生利用

假期开始整本书的阅读，遇到好的段

落、句子就摘抄下来，发到群里与更多

的小伙伴分享。

同时，我利用班级微信公众号发

起线上“看我72宅之阅读推荐活动”，

每个学生可以在这里用文字和图片与

大家分享近期读到的好书。《老人与

海》让小潘懂得“在困境中永远不要放

弃，有时候面对困难输的不是你自己，

而是你的内心”；小刘在读完《居里夫

人自传》后表示“要独立思考，认真钻

研，不能被难题击垮，要学习居里夫人

顽强进取的精神”……

阅读的力量就是这么无声而神

奇，带着你我他一起阅读，这样的快乐

就像一把小扇子抹开在心间，多么幸

福，多么美好。

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情。温儒敏先

生在书里不光倡导教师教学生阅读，

还鼓励教师也要通过阅读充实自己。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分

割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失去的不仅仅

是时间，还有对一件事的用心与投入。

在忙碌的生活里，我叩问自己，多

久没有捧起书本了？于是，我断舍离，

挤出更多的时间，跟着温儒敏先生的

步伐，带学生进阅览室时，也和他们一

起沉醉在书海中；当学生自习时，我也

拿一本书来读，和他们一起沉浸在文

字里。

记得有一个中午，我观察着教室

里正在自习的学生，发现前排的小吴

正拿着笔细细划着书里的词句。

“哇，小吴，才一年级就知道要

把书里漂亮的词语句子划出来啊，

真棒。”

“老师，我是和您学的，您读书的

时候，都会用笔在书上划划写写。”小

吴眨着黑葡萄般的眼睛说。

那一刻我更意识到，教师“先做阅

读人，然后谈教育”的必要性。想起苏

霍姆林斯基说过：“对一个教师来说，

最大的危险就是自己在智力上的空

虚，没有精神财富的储备。”

感谢遇到温儒敏先生的这本好

书，像是等了一天落下的阵雨，也像

是在街角偶遇的旧相识。杨绛先生

曾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

的淡定与从容。”一个人的美好不在

外露的部分，而在于照亮他的那束

光。阅读，就是那束光，照亮我们，也

照进教育。

阅读是照亮我们的那束光

书 名：《温儒敏谈读书》

作 者：温儒敏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池沙洲

项目式（更多表述为“项目化”）

学习是近年来教育科研的一条重

要赛道，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感觉。

我曾经做过一个采样，从2021年

到2024年，浙江省中小学教师论

文写作中使用最多的选题带有关

键词“项目化”，如果加上与项目式

学习密切相关的“劳动教育”“学科

融合”等，那么这个方向的选题数

量呈现的是一种独步天下的态势。

一股潮流一般可以理解为由

三部分人构成。第一梯队是弄潮

儿，他们或有高人指点，或本身就

是高人，对先进事业有异于常人的

追求，对超前思想有无人可比的领

悟，他们做事不计成本，甘于探路

和拓荒。

再讲落在最后的——死硬派，

他们不相信任何超出经验范围的

事物，认为往改革的方向哪怕走一

步也是折腾，也是浪费。

这两部分人都是极少数人，然

后是位于中间的大多数人——跟

风者，也就是我们，芸芸众生。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跟风。我们不知道：为什

么会起风？风从哪里来？刮到哪

里去？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就

发现自己已经在跟风了。而且跟

风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我们不敢退

出，生怕会遇到什么不测。

作为科研选题的项目式学习

这股风持久而且越来越强劲，如果

它一直刮下去，那它就不是风了。

因为它形成了一种常态、一种定

式，因此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

这样的东西“课标”里应该有，一查，果然

有。《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

版）》中提到了项目式学习，但关于它的表述是

“积极开展”，言下之意是不硬性要求，传达了一

种可选择性。然后，就没有更多解读和细则了。

教师们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万个问号：如何

定义项目式学习？为什么要进行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和我们目前的学习有什么不同？怎

样进行项目式学习？……

同时，也给众多的名师、专家、大师甚至“伪

大师”提供了巨大的解读空间。于是，各种“项

目式”蜂拥而起，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微项目、

泛项目、云项目……最终堕入“一切皆项目”的

陷阱。科学课做一个实验，算是一个项目吗？

应该可以。语文课想象一个情景，写一篇作文

算项目吗？也能算吧。英语课完成一个驱动性

任务，比如5分钟排一出短剧。还有，数学课做

一道应用题，问题链可以长一些……

如果比做一道选择题稍微复杂一点的功课

都能算项目式学习，我们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

已经开始这么干了，那么给它们披上项目式的

外衣、贴上项目式的标签又有什么意义？落后

分子怪我们折腾就不是没有道理。

《项目式学习：教师不可不知的8个关键问

题》是帮我们拨开脑海中迷雾的一本工具书，来

自该学习方式的发源地美国。由全书的第一句

话出自其中一位作者罗斯·库珀的笔下——

“1990年，我……读完了一年级”，可以推断出

他是一名80后。

书中的很多观点我都认同，并且欣赏。比

如说书中多次提到“真实”这个词：真实的问

题、真实的回答、真实的环境……我举双手赞

成，将真实性列为项目式学习的重要特点之一

非常准确。

很多教师也常把“真实”两字写进文章里，

但此真实非彼真实。比如，应用题就不真实，把

应用题里讲的东西动手做出来才真实；想象作

文也不真实，只有把你采访的邻居讲的故事写

下来才真实。按照这个标准，一大半的项目都

可以被“打假”了。强调一下，这只是标准之一。

由此可见，正宗的项目式学习一定会跟生

活发生链接，或者就是生活本身。因此，可以得

出结论：理科项目更偏向于工程学，文科项目更

偏向于社会学。

由于这本书的信息量非常大，其他内容我

就不介绍了。如果你有兴趣，不妨成为这本书

的读者和使用者。

书 名：《项目式学习：教师不可

不知的8个关键问题》

作 者：[美]罗斯·库珀

[美]埃琳·墨菲

译 者：赵小莉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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