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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程

专题

□ 阅读教程： 大范围促进课外阅读的助推器 P27
□ 《追风筝的人》 阅读教程 P27
□ 《槭树下的家》 阅读教程 P29
□ 《威尼斯商人》 阅读教程 P31
□ 《渴望生活———梵高传》 阅读教程 P33

阅读教程： 大范围促进课外阅读的助推器

文/深圳市宝安区教科培中心 倪 岗

深圳市宝安区在大力推进课外阅读

中发现，教师带着学生读课外书远比教

教材要难。教教材有教学参考书，更有

大量的网上资源可以参考。很多老师是

靠剪剪贴贴就制作了上课所需的课件。
备课已经简化成无须细读文章。而带着

学生读课外书远比想像中艰辛。姑且不

论书目选择的难度，面对 10 万字乃至几

十万字，可能长达一个多月的阅读，如

何做好推荐，如何交流，如何通过小论

文的形式促进阅读的深入等都需要教师

认真地考量、安排。而这些又基本没有

任何现成的资料可以参考。这或许就是

带着学生读书难以大范围推进的原因。
大多数老师并不是不知道带学生读书的

益处，而是无力处理整本书的阅读。带

学生读书往往只能成为优秀教师的行为。
我们认为带着学生读书比教课文更

重要，既然课文教学都需要精心的设计，

那么读书更应该要有精心的设计。基于

这种理念，我们开展了阅读教程的活动，

希望先行者能够详尽记录带学生读书的

步骤、方法、策略、辅助资料及教后反

思等。希望能对后来者起到引领的作用。

我们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位

老师都能设计一个阅读教程，合在一起

就蔚为大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梵高传》
等读书活动已经成为许多学校的常规项

目。
总之，阅读教程能够切实减轻教师

的负担，从方法上解决教师带学生读书

的难题，能够有效地促进大范围的读书

活动的开展。

《追风筝的人》 阅读教程

文/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中学 庄少屏

一、教学目标

1． 阅读《追风筝的人》，了解其创

作背景；

2． 通过批注式阅读、讨论会等交

流方式探究作品主题及人物性格；

3． 提供学生合作的机会，提高学

生的表达能力和合作意识，让学生享受

阅读。

二、教学内容

主要内容：《追风筝的人》 （［美］

卡勒德·胡赛尼著，李继宏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6 年版）

辅助材料：

1．《＜追风筝的人＞的文学伦理学解

读》（作者：夏晓东）

2．《＜追风筝的人＞哈桑悲剧命运分

析》（作者：林芊芊）

3．《＜追风筝的人＞中哈桑悲剧生活

原因解读》（作者：张红敏）

4．《＜追风筝的人＞中的精神流浪与

回归》（作者：严文珍）

5． 《从 成 长 主 题 分 析＜追 风 筝 的

人＞》（作者：张坤媛）

6．《对＜追风筝的人＞中父子关系的

解读》（作者：高晓晓）

7．《论＜追风筝的人＞的成长母题》
（作者：胡英歌）

8．《浅析＜追风筝的人＞中的风筝意

象》（作者：张光云）

9．《＜追风筝的人＞中主人公对身份

认同感的追逐》（作者：曾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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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性的挣扎———＜追风 筝 的

人＞的成长主题探析》（作者：李雅琴）

11． 《放逐灵魂的流浪———解读卡

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作者：李丹）

12．《关于＜追风筝的人＞中的主人

公阿米尔的心理解读》（作者：李静）

三、教学时间

四周

四、教学计划

第一周： 激趣阅读·批注分享

先激发学生对《追风筝的人》的阅读

兴趣，再利用学校现有资源，给每个学生

发放该书，指导学生进行批注式阅读。
1． 激趣

①引用名人推荐激发阅读兴趣

著 名 作 家 伊 莎 贝 拉·阿 连 德 说 ：

“这本小说太令人震撼，很长一段时日，

让我所读的一切都相形失色。文学与生

活中的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在这部惊

世 之 作 里 ： 爱、恐 惧、愧 疚、赎 罪

……”而媒体更是好评如潮。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此书送给女儿作

为新年礼物；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
节目上演员高圆圆感动推荐。

②展现书的成就和影响激趣

该书具有史诗般的历史景观和荡气

回肠的人性故事，曾在美国亚马逊 3 月

底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超过

《达·芬奇密码》，并成为英国《观察家

报》 2005 年度最佳图书，台湾诚品书

店、金石堂、博客来书店销售冠军。作

者获颁 2006 年联合国首届人道主义奖。
该书成为法国读书会 2006 年度首选书。

③电影预告片激趣

2007 年被导演马克·福斯特拍成同

名电影，影片获得极大成功，并获得第

80 届奥斯卡最佳配乐提名。
预 告 片 网 址 ： http：／／v．youku．com／

v＿show／id＿XMjY4NzMxNzQ4．html
2． 批注式阅读

指导学生在自主阅读时，对重点语

句、精彩片段、思想感情，在思考、分析的

基础上，将欣赏、疑问、批评等感受，用线

条、符号或简洁的文字加以标注。
第二周： 情节巩固·交流展示

为巩固、检测学生对小说情节的把

握，将全班学生分为 6 个小组进行情节

问答 PK 赛。在学生对情节全部把握的

基础上，指导学生以读后感或者手抄报

的形式初步展示自己的阅读感受和阅读

成果。
1． 情节问答 PK 赛

PK 赛内容：

①填空题。如：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1 年爸爸带着阿米尔逃往巴基斯坦

白沙瓦，把家留给 照看。（拉希姆·
汗）

②看图复述情节。如：

③优美文段背诵。如：

阿富汗人总喜欢说“生活总会继

续”。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

失败、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只顾像游

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PK 赛形式：

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前期准备活

动，每个小组以 PPT 形式准备 5 道选

择题和 2 幅图片，并各自背诵积累的优

美文段。教师收集各组选择题和图片，

删掉过于简单或重复的内容，让各组重

新修改整合。比赛时，每组轮流派代表

上台展示，让其他组成员进行抢答，累

计分数，选出最优秀小组。
2． 读后感或手抄报

让学生将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

成读后感，或用色彩斑斓、图文并茂的

手抄报形式展示出来。
第三周： 讨论深化·情节改编

在学生对小说内容大体感知后，通

过讨论会的形式探讨小说的主题等相关

内容。在深入探讨基础上，让学生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尝试改编情节。
1． 讨论会

讨论形式：

各小组由组长事先抽签决定谈论问

题，带领队员收集阅读相关资料，然后

讨论并综合得出小组意见，最后各组派

代表到讲台进行展示分享。
讨论内容：

①分析概括阿米尔、哈桑的人物形

象。
②“风筝”意味着什么？

③阿米尔对哈桑是怎样一种情感？

④什么造成了哈桑的悲剧命运？

⑤怎么评价阿米尔对父亲的情感？

⑥阿米尔怎样在精神救赎中成长？

2． 情节改编

指导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

他们在小说阅读中感到遗憾并希望修改

的情节进行改编。并将改动后的作品与

原著相比，阐述哪个更好，写成短文。
第四周： 课前演讲·最佳推荐

由书及人，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只风筝。在学生深入讨论小说主题后，

指导学生进行课前演讲，并写推荐词。
1． 演讲

指导学生以“我心中的风筝”为主

题学写演讲稿。每次课前请两三个学生

进行主题演讲，每人演讲时间为 2－3 分

钟。学生演讲完毕，适时进行点评指导。
2． 推荐词

将自己的读书感悟浓缩成推荐词，

以推荐给其他朋友看。在全班评选 3 条

“最佳推荐词”。
推荐词范例：

巧妙、 惊人的情节交错， 让这部小
说值得瞩目， 这不仅是一部政治史诗，
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成
年生活的极度贴近人性的故事。 单就书
中的角色刻画来看， 这部初试啼声之作
就已值得一读。 从敏感、 缺乏安全感的
阿米尔到他具有多层次性格的父亲， 直
到阿米尔回到阿富汗之后才逐步揭露父
亲的牺牲与丑闻， 也才了解历史在美国
和中东的分岔……这些内容缔造了一部
完整的文学作品， 将这个过去不引人注
意、 在新千年却成为全球政治焦点的国
家的文化呈现世人面前。 同时兼具时代
感与高度文学质感， 极为难能可贵。

———《出版商周刊》

五、教学成果

批注、PPT、读后感或手抄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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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短文、演讲稿、推荐词。

六、教学评价

1． 过 程 性 评 价 ： 读书活动全员参

与，考虑到学生的兴趣，活动形式较为

丰富，适时设置一些小组 PK 赛，调动

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采取呈现 PPT
制作、读后感或手抄报、改编短文、演

讲等多种展示形式。
2． 结 论 性 评 价 ： 针对小说情节、

人物、主题等重要内容，在环节设计中

循序渐进、由浅到深，学生通过 PK
赛、讨论掌握了小说内容。

七、教学反思

歌德说过：“经验丰富的人用两只

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

只眼睛看到纸的背面。”初中阶段的学

生知识积累还不够多，读书大多数停留

在“看”上。因而本次阅读指导，从最

开始的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到后来的情

节问答 PK 赛，再到讨论会、情节改

编、演讲等，都是根据学生的能力循序

渐进而开展。批注阅读是学生已经习惯

了的阅读方式，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问

题不大，因而在这个环节，学生完成情

况比较理想。情节问答 PK 赛中小组在

收集问题时，合作并不是特别和谐，收

集上来的“问题”，水平参差不齐，并

且有些组员没有真正动起来。教师需要

对学生进行及时动员和引导，关键还得

让组长真正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在组织

讨论会时辅助资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让学生更准确、深刻地抓到小说主题，

也深化了对小说的理解。有些组在组长

的带领下还在课后自己补充了其他资

料。讨论会上思想的交流碰撞会产生奇

妙的化学反应，让人感叹学生其实潜力

无穷。不管看电影还是看小说，有些情

节的发展总会让人禁不住想要是另一种

结果就好了，尤其是哈桑的遭遇，故而

让学生选取书中某个情节来进行改编，

并比较哪种情节会更好。大多数学生都

将小说中某些地方进行了改编，让我看

到了学生们丰富的想象力和一颗向善的

心。我们的学生不够大胆，不够张扬，

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所以演讲环节也是

一种尝试。每天课前找两三个学生进行

演讲，刚开始学生在讲台上比较扭捏，

但后来落落大方。有些时候我们担心学

生会不会做、能不能做到，然而事实上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或许他们缺少的不

是能力，而是锻炼的机会。

《槭树下的家》 阅读教程

文/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中学 江菲菲

一、教学目标

1． 阅读《槭树下的家》（席慕容散

文集）。
2． 通过个体阅读、师生共读、评

析赏读、篇目精读等方式，由浅入深对

作品进行全面而深入地理解。
3． 培养动笔写作的习惯，将所思

所感记录下来，采用自由批注、读后感

想、篇目推荐的形式将读与写结合起

来。
4． 结合中考的散文阅读，了解关于

散文的常识，并归纳散文的主题思想。
5． 鼓励学生拓展阅读，将丁立梅、

龙应台、林清玄、毕淑敏、周国平、张

晓风等作家的作品引入阅读之中，加深

对于散文的认识。

二、教学内容

主要内容：《槭树下的家》 （席慕

容著；南海出版社，2007 年版）

辅助材料：

1．《论席慕容散文的情感“真”》
（作者：江海瑶）

2．《论席慕容散文创作》（作者：包

萨日古拉）

3．《试析席慕容散文创作题材与艺

术特色》（作者：刘兴禄）

4．《甜蜜的忧愁———席慕蓉诗歌创

作的主体风格总论》（作者：刘祥友）

5．《席慕蓉作品中古典诗歌母题的

表现》（作者：于秀娟）

6． 《“诗体散文”创造性阅读教学

初探》（作者：宋兴宁）

7．《诗意的栖居———席慕容散文创

作中的生态审美意识》（作者：汤原力）

三、教学计划

第 1－2 周 泛读文本， 熟悉主要

内容。 （每天四篇， 泛读为主）
具体阅读要求如下：

1． 每天阅读四篇散文，自由批注

（批注内容包括：概括每篇的主要内容

和情感，结合自身理解或者生活体验写

出小感想，对文本提出疑问，不限字

数）。
2． 试着将 《槭树下的家》 的每一

篇文章，根据主题进行分类 （比如：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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