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什么，怎么读，读到什么 

基于三毛作品班级读书会的三维思考 

广东省深圳市海湾中学 李 鑫 

随着语文教育改革的深入，读书对于学生成 

长的重要意义也愈发得到重视。这种成长的意义 

其实不仅仅限于语文素养的提高和语文知识的获 

取，而更多的在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但引导学 

生读书的重任是落在每个语文老师身上的，就像 

钱理群先生在 《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 

教师》一文中所提到的“中小学教育的全部工作和 

意义，就在于为孩子打开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教 

师就是这样的开门人、引路人。不要低估这‘打开 

文化空间，引入文化之门’的教育意义。我们的中 

小学生正是通过读书，进入民族和人类的文化殿 

堂，在文化传递中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从 

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 ’的精神蜕变过程，这正是 

成长的本质和意义”。而郭初阳老师在他的课堂实 

录《言说抵抗沉默》中用了一篇学生记录他的文章 

作为序言，这位学生在文章中叙述到“郭初阳看的 

书多，不知道有没有陶冶他的情操 ，但至少改变了 

他的上课套路。经常课上了一半，就有感而发的提 

到一两本书，并且很喜欢给我们开书单”。由以上 

两个事例可见，不论是语文教育的“旁观者”，还是 

语文学习的“参与者”都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但 

是究竟读什么书?怎么去读书?如何发现学生在读 

书中得到了什么?是一线语文教师需要去思考和 

实践的问题。现以本人开展的一次读书会为例，去 

思考和分析这三个问题。 

一

、读什么 

在 2011版《语文课程标准》中，对于7-9年级 

的学生的阅读目标中有一条：学会制定自己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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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计划，广泛的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 

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这个 

目标如果平均到三年 ，每年学生阅读的量应该是 

80万字左右，相当于一年看一本《红楼梦》，这样看 

来并不算多。但是这个目标只是一种量上的要求， 

对于“各种读物”的解说并不明了。 

什么读物适合这个学段的学生?名著又指的 

哪些?这些问题才是真正落实起来需要关心的。进 

一 步翻阅课标，在附录 2中有“关于课外读物的建 

议”，这个建议按照体裁把读物分为童话、寓言、故 

事 、诗歌散文作品、长篇文学名著五种类型，并指 

明“教师可根据需要，从中外各类优秀文学作品中 

选择合适的读物，向学生补充推荐。由此看来，在 

课外阅读这一块，新课标给了教师很大的自主权， 

因此教师也应肩负起推荐优秀读物的职责。但是 

再回到现实，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并不让人乐观。 

笔者曾连续三年在所任教班级做了读书的调查 ， 

几个问题的统计结果让人深思。 

问题 1：你课外会选择阅读哪些读物? 

A．传统文学名著 

B．经典作家散文诗歌类作品 

C．以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爱情类小说 

D．侦探 恐怖类小说 

E．《读者》一类的杂志 

F．网络 玄 幻小说 

C．随意选择，不固定 

在这个可以多项选择的问题里，有相当一部 

分学生选择了 C、D、F这样的选项，而且经过仔细 

统计，每年勾选这些选项的学生还在逐步的增多。 



环顾学校周围的一些小书店 ，摆在书架最显眼位 

置的是类似于《斗罗大陆》这样的玄幻穿越类小说 

或者类似于《最小说》这类新兴的文学杂志。笔者 

也试着翻阅这些作品，试图寻找它们吸引学生的 

理由。后来发现这些小说的情节确实曲折离奇，小 

说渲染的一些人物和生活确实能引起学生的兴 

趣，这些作品也不乏一些可取之处。但是整体读过 

以后留下的是空洞感，甚至有些扭曲人生观、价值 

观的地方。所以综上所述，学生平常接触到的一些 

流行读物并不优秀，或者说根本不适合学生去阅 

读，不能传递正能量。 

那老师向学生推荐哪些作品就变得尤其的关 

键。我之所以向学生推荐三毛的作品，理由有三： 

第一，三毛这位作家本身的传奇性以及她那率真 

执着的个性。三毛的妈妈缪进兰这样评价自己的 

女儿：“三毛是个纯真的人，在她的世界里，不能忍 

受虚假，就是这点求真的个性，使她踏踏实实的活 

着。也许她的生活、她的遭遇不够完美，但是我们 

确知：她没有逃避她的命运，她勇敢的面对人生。” 

三毛本身是个有故事的作家，而这些故事能吸引 

学生去阅读。要给学生推荐书籍，让学生充满好奇 

的拿起书籍是需要做的第一步。第二，三毛作品的 

丰富性。我推荐学生读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三毛全集》，收录了三毛的十一部作品。这 

些作品中，有关于年少成长经历的《雨季不再来》， 

有描写异域风情的《撒哈拉的故事》《万水千山走 

遍》，有直面生活挫折记录点滴的《梦里花落知多 

少》，还有与青年对话的书信《亲爱的三毛》。这些 

作品的丰富精彩让学生有了选择的自由，可能很 

少有学生能本本都读到，但是他能读其中的一本 

也是好的。学生的阅读能力有高低，选择适合他自 

己的，多少能读一点 ，对学生、老师都是实在的好 

事。第三，三毛作品中传递的精神信念值得学生去 

品读。例如《雨季不再来》里三毛说：“真正的快乐， 

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 ，在我很主观的来说 ，它是 

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 

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使不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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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天堂里了。”这样的人生感悟无疑能够让人平 

静淡定。又如《送你一匹马》中三毛谈到：“读书多 

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 

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 ，其实他们 

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 

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这本身是对 

“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一种很好的诠释。如此种种， 

相信每个学生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和理解。关 

于“读什么”这个问题，我也有和学生商量讨论。我 

曾在上学期放假前开列了书单，其中有三毛的作 

品。开学后我再让读过书单中的书的同学做推荐， 

最终决定本学期大家围绕三毛这个作家展开阅 

读。 

二、怎么读 

笔者所在的宝安区从 201 1年开始就深入探 

寻“读书会”这种新型的阅读课模式，也整理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笔者参照其他先行者的 

做法，并结合班级和所读作品的实际情况，把读书 

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根据关键词，挑选阅读作品。对于 

三毛这个作家以及我所推荐的三毛的作品，学生 

的选择其实是很多的，为了避免选择的无序，我先 

从三毛的作品中提炼出“旅行”“写作”“成长”“苦 

难”“对话”等一系列的关键词，让学生先选择关键 

词，再去阅读与关键词相关联的作品。这样一来学 

生的阅读意愿得到更大的尊重 ，而且阅读也变得 

有了方向。根据学生选择的关键词我把全班学生 

分为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所读的作品有所区别， 

小组成员之间相互检查阅读的进度。第二阶段：批 

注篇目，写下心得。在这个阶段中，学生每天有规 

律的阅读其选定的作品，而老师要求每周从读过 

的篇目中选出一篇直接在书上做批注，另外写一 

篇简单的读书心得。对于批注式阅读法，学生并不 

陌生，老师每天只需要利用课余时间翻翻学生读 

过的书籍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学生的阅读成果。 

而读书心得，要求学生有感而发，学生在读书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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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以由书中走出，生发更多的想法。第三阶 

段：小组交流，确定交流内容。笔者参加了多次各 

学校组织的读书会活动，活动的形式都是大班级 

的展示，效果很好，学生准备也很充分。但是笔者 

感觉“展示”的痕迹过浓，缺乏学生个性他的阅读 

体验。因此在全班的读书会展示交流之前，教师每 

周利用两个时间段，分别与两个小组的成员开小 

读书会。听听每个学生读书过程中的想法，让学生 

有更多交流的时间，并根据小组交流的情况让他 

们确定班级读书会展示的内容。实践证明，在大班 

级展示之前开小组读书会卓有成效，师生之间在 

小环境中更容易沟通，大家就一本书的交流更加 

的深入，人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很多平常很少发言 

的同学都大胆的参与其中。第四阶段：提炼主题， 

交流分享。在这个阶段 ，每个小组的代表根据他们 

的关键词在班级做一个展示，而这个展示是小组 

合作的结晶。学生展示的内容其实不仅仅限于关 

键词这么简单，很多小组在其中加入了独特的阅 

读体验 ，更有的把作品内容与 自己的人生经历与 

思考相结合，给同学和老师都带来了惊喜。 

三、读到什么 

现代的西方阅读理论认为：阅读是一种积极 

的过程，阅读是读者与文章(或作者)交流的过程， 

而阅读的收获则是这种交流后的感悟。，对于学生 

在阅读三毛作品后读到什么?笔者是通过两种途 

径获知的：一是每次小组读书会以及最后班级读 

书会的详细记录(每次小组读书会有录音，班级读 

书会有视频)；二是通过学生批注、写读书心得等 

文字方式的呈现。综合以上两种方式，我认为学生 

在阅读三毛作品中读到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三毛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她的个性对 

学生们的影响。例如学生邓海艳在阅读《万水千山 

走遍》后，很喜欢其中关于“青鸟”的描述。这是一 

种飞驰在洪都拉斯的公共汽车，因为速度飞快，车 

身布满绚烂的绘图而被当地人称为“青鸟”。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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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自己在网络上找到了不少有关“青鸟”的图片展 

示给同学们看 ，并期待着有一天也能像三毛那样 

去异域旅行。涂婷娜同学很喜欢 《梦里花落知多 

少》中的一篇《周末》，她说自己有时也会像三毛一 

样喜欢独处。做一些自己喜欢自我欣赏的事，认为 

这是周末里最放松的事情。对于这些学生读到的， 

概括起来应该是：书中的内容对孩子的吸引与触 

动，让孩子走进三毛的生活，也让三毛走进孩子的 

心灵。三毛生活的丰富性以及个性的坚强乐观让 

学生们乐此不疲的去阅读。第二，三毛作品中传递 

的精神让学生有所思有所感。叶佳佳在阅读过《稻 

草人手记》中的一篇文章《守望的天使》后有这样 

的感悟：一看到天使这个词，我们的脑海马上会浮 

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群有着翅膀和可爱脸庞的 

孩子，也分不出谁是男孩谁是女孩 ，都穿着洁白的 

衣裳，脸上露着安详平和的笑容，在充满白雾的天 

堂里飘着。这就是一般人眼中、心里的天使。但在 

《守望的天使》中的天使，却是一生都在为小孩子 

流泪的，翅膀也只是用来庇护小孩的天使。他们的 

工作也只是守护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受到一点 

点的风吹雨淋，担心给不了他们最好的。因为翅膀 

用来庇护小孩而不肯放下来休息一会，最终变得 

僵了、硬了，天使们也无怨无悔。但是被守护的孩 

子却全然不觉 ，直到孩子终于长大并最终发觉 自 

己也成了这种守望天使，才能真正理解了老天使 ， 

只是这时孩子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既让人感到 

悲哀，又让人对这种天使的工作充满敬佩。我们每 

个人都有两个天使守护在我们身旁，那两个天使 

就是我们的父母。她的这些感悟，是由文章所触 

发，进而审视自己生活得到的。陈晓敏同学在阅读 

《亲爱的三毛》后这样分享到：《亲爱的三毛》是三 

毛身前与读者的通信集。从中我读出了三毛对于 

少年的爱与关切，也解决了现实中我思考的一些 

问题。在《写给“泪笑三年”的少年》这封信中，三毛 

写到：“答案不是立即来的，因为我们受了教育，便 

懂得了进一步的思考，有了思考，问题必然也同时 



增多，问题多了，一旦想求“即刻的答案”，便会生 

出消极甚而完全灰色的人生观。”她对此的感悟 

是：“少年时，我有许多对于周遭社会的愤愤和批 

评。这种时候常有，时而是农民工的不平待遇，时 

而是同龄人无知的崇洋媚外，都令我感到些许悲 

哀。于是我总陷人沉思，接着便如深陷泥沼般不可 

自拔，若不是想通透或得以意外解脱，这烦恼便无 

止尽的困惑下去。于是读三毛这旬有感。少年总是 

一 时无法对眼前的事物了然，才会被生命深处深 

不可测的洪荒所害怕。三毛对一个高中生说：‘现 

在你是个高中生了，请你答应陈姐姐，每天对自己 

说：“我是一个好孩子，一个有用的人，我不担忧明 

天的日子，可是今天的一 日，我要尽可能做得完 

美。”’我要常常微笑，真心的笑，我也可能哭，可是 

不为挫折而哭，我只为了伤害他人之后的羞愧而 

哭。我要静听内心的声音，看看自己是一块什么样 

的材料，便用来做什么样的东西——而世上所有 

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这段话曾一度给了我很 

大的震撼和沉静，感悟也无需多言，引荐给在座所 

有的同学，即将成为高中生的你们，愿在心中拥有 

一 片湖，时常映照世界，也时常照亮自己。陈晓敏 

同学的分享，很好的诠释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 

斯的一句名言：“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 

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 

初中这个阶段 ，学生的人生观逐渐形成，在成长过 

程中的一些问题，通过阅读书籍去解决，是再好不 

过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对精神的感召是更 

深层次的阅读所得。第三，三毛的作品让学生们期 

许未来。王玉婷同学在班级读书会上这样发言：三 

毛的作品《蝴蝶的颜色》里面写到：“作文课里，没 

有照题目写，我说：‘想到二十岁那么遥远，我猜我 

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 

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 ，四周没有东西可以触摸 

而只是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而我一直踩空，没有 

地方可以着力，我走不到那个二十岁⋯⋯’老师将 

作文念出来，大声的问：‘你为什么为了丝袜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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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你没有别的远志吗?陈平，你的二十岁难道 

只要涂口红、打扮、穿漂亮衣服?各位同学，你们要 

不要学她⋯一·’后来老师要人重写，我回家又急出 

了眼泪，晚上放学总有一百道算术题，实在来不及 

再重写。简短地写了，整整齐齐地写：‘将来长大要 

做一个好老师是我的志愿。”’老师是不可能懂得 

的，懂得一支口红并不只是代表一支口红背后的 

那种意义。我记得张晓风散文中的一句话：“青春 

太美好 ，美好到人人都会后悔。”想起曾经在音乐 

课是教的《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在当时一直疑惑 

不解，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做为小孩就没有烦恼，明 

明小孩的世界里，满满的都充满了无数的烦恼，委 

屈，不解。而成长意味着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别 

离 ，告别旧时光，抛去往昔的种种烦恼 ，这是不变 

的定律。在在成长的路途中我们也在经历一次又 

一 次的蜕变，如蝶一般⋯⋯生命是短暂的，毕生的 

努力只为破茧而出的美丽，那一刻的纷飞，相信在 

这世间不只是童话故事里才有丑小鸭变天鹅的例 

子，努力想象自己也如蝶一般 ，终于一天会如此绚 

丽，演绎着人生。其他的许多同学也在读书分享中 

谈到了对未来的期许，有的想像三毛一样能四处 

旅行，有的想像三毛一样拥有许多的朋友，也有的 

期许有三毛那样轰轰烈烈的爱情。凡此种种，都让 

学生们放眼未来，有了更开阔的视野。 

综上所述，学生们在三毛的作品中读到了她 

的传奇人生，读到了她精神信念，更读到了三毛与 

我们的各种关联。就如高尔基所说 ：“当书本给我 

讲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物、感情、思想和态 

度时，似乎是每一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一扇窗户， 

让我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 

在班级读书会上，学生们最后一起歌唱了一 

首三毛谱曲的歌《梦田》，歌词写到 ：“每个人心里 

一 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 

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 

李种春风。”希望读书会这种形式，如桃李春风一 

般，吹荡语文阅读的一潭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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