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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更快乐地学习而言， 这样的损失

又算什么呢?这样的课堂才可 以 算 是 真

正的 “学习型课堂”。

三、 将 “追 问 ” 进 行 到 底 ，
叩开学生研究性思维的大门

我们的课堂教学， 很多时候在课的

末 尾 ， 教 师 会 问 ： 还 有 问 题 吗 ？ 学 生

答： 没有问题了！ 这时候老师觉得圆满

了 。 我 认 为 没 有 问 题 的 课 堂 才 是 可 怕

的。 课程资源是丰富的宽广的， 但在一

定 范 围 内 ， 课 程 资 源 也 是 有 限 的 相 对

的。 老师启发学生带点问题、 带点思考

离开课堂， 到课外的大课堂中去探寻，

这对学习更有利。

窦桂梅老师在执教 《珍珠 鸟》 时，

就 在 课 的 末 尾 给 孩 子 们 留 了 一 个 个 问

题： “人与人的信赖达到了美好的境界

吗 ？ 人 与 自 然 的 信 赖 呢 ？ 怎 样 赢 得 信

赖？ 怎样创造信赖的美好境界？” 以此

来引发学生更多的思考。 盛新凤老师执

教的 《草虫的村落》 的课的末尾也同样

留给了孩子们思考的空间： “到底为什

么作者笔下的草虫的村落会这样和谐美

好？ 为什么作者能发现这神奇的村落？”

课堂留给学生的就不只是句号， 而是一

个问号， 一个省略号。 这样的教学不仅

不会让课堂的结束成为学习的终点， 反

而又是一个起点， 把学习从课内延伸到

了课外的探究。

古 人 曰 ： “学 贵 有 疑 ， 小 疑 则 小

进， 大疑则大进。” 宋代教育学家朱熹

也指出 “读书无疑者， 须教有疑。 有疑

者却要无疑， 到这里方是长进。” 在课

堂中有效地进行 “问题导学” 可以很好

地 为 学 生 提供一个交流、 合作、 探索、

发展的平台， 使学生在问题解决中感受

语文的价值和魅力， 学会思考、 学会学

习、 学会创造， 促进学生创造思维的发

展。
责任编辑 黄日暖

读书笔记的写法与展示
文 ／ 深圳市燕山学校 陈奎英

撰写读书笔记是课外阅读的一种手

段， 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读书方法， 读

书笔记不仅可以促使学生深入理解文章

内容， 梳理故事情节， 深刻把握书中人

物形象， 还可以鉴赏语言风格， 表达阅

读感悟等。 读书笔记的写作、 交流和展

示可以引领学生有效进行课外阅读， 深

入分析与探究文学名著的内容、 主旨、

语言风格。 下面， 以 《骆驼祥子》 一文

为例对读书笔记的写法、 交流和展示作

一探讨。

一、 读书笔记的写法

笔者尝试指导学生采用多种方法撰

写读书笔记， 主要基于精读笔记和读后

笔记进行写作。

（一） 精读笔记

所谓的精读笔记， 就是学生在细读

文章的过程中所做的点滴记录。 可以分

为分类摘抄式读书笔记、 设置问题式读

书笔记和旁批式读书笔记。

1． 分类摘抄式

（1） 词语。 词语的摘抄一般是四字

成语， 也可以是一些叠词， 一般摘抄动

词、 形容词等词类。 比如学生摘抄 《骆

驼祥子》 中的形容词： 通体透亮， 波澜

壮阔， 老实巴交， 干净利落， 虎头虎脑。

这些词语可以丰富学生的语汇， 学生可

以在反复朗读中充实自己的知识库。

（2） 句子。 句子的种类很多， 比如

哲理句、 描写句、 抒情句等。 描写句又

分为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句， 人物描写

还可以分为动作、 神态、 外貌、 心理、

语 言 描 写 等 。 如 学 生 在 摘 抄 《骆 驼 祥

子 》 中 的 描 写 句 时 ， 还 进 行 了 批 注 赏

析：

环境描写句： “街上的柳 树， 像 病

了 似 的 ， 叶 子 挂 着 层 灰 土 在 枝 上 打 着

卷； 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 无精打采的

低垂着。”

学 生 赏 析 ： “懒 ” 字 把 柳 树 写 活

了， 突出天气的炎热干燥以及空气的污

浊， 同时也暗示祥子焦躁的心情。

（3） 段落。 经典段落或者自己感兴

趣的段落都可以摘录下来， 其实段落的

摘录和句子的摘录异曲同工， 比如一些

细致描绘人物内心的段落。 还可以摘录

在结构上具有重要作用的段落。

2． 设置问题式

（1） 教师设置问题或话题。 学生在

阅读作品时， 往往只是快速去看故事，

若能够设置些话题或者问题， 学生就会

读得更细致些。 比如我们在读 《骆驼祥

子》 时， 可以让学生边读边思考： “祥

子经历了什么？ 他的悲剧产生原因是什

么？ 如果小福子没有死， 会发生什么？”

学生可以围绕这些问题在读书时进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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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践

考与写作。

（2） 学生质疑。 学贵有疑， 学生在

读书时如对书中的内容有疑问， 或者对

人物的行动有质疑， 可以记录下来。

3． 旁批式

旁批是在读书过程中学生随时做的

批注， 这种读书法可以使学生养成关注

细节、 随时记录点滴思考的好习惯， 在

书本上所做的批注， 也是读书笔记的一

种形式。 这种旁批有语言品析、 联系实

际表达感悟两大类。 例如， 有学生在读

《骆驼祥子》 时， 读到描写祥子外貌的

语句 “头不很大， 圆眼， 肉鼻子……他

就像一棵树， 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

的”， 觉得好笑， 又能体会到他的性格，

在旁边批注： 作者语言幽默风趣， 祥子

的形象跃然纸上， 仿佛就在眼前， 也从

中能看出祥子的坚强、 硬朗。

（二） 读后笔记

如果说精读笔记是在阅读过程中所

产生的思维火花， 读后笔记就是学生细

读完作品后所进行的成篇文章的写作。

读后笔记可以分为鉴赏类、 感悟类、 联

想拓展类、 思维导图式等几大类。

1． 鉴赏类

鉴赏可以对作品的艺术风格进行欣

赏 ， 比 如 语 言 特 色 、 人 物 形 象 等 。 如

《骆驼祥子》 中老舍的语言风格是幽默

中带有京白味道， 学生也许并不能深刻

体会， 但是他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语

言是朴实还是华丽， 从语句欣赏中品析

语言风格， 小说中有较多的环境描写和

人物心理描写， 学生喜欢从这两处进行

鉴赏。

鉴赏还可以进行对比阅读， 书中人

物与电影人物的对比， 祥子和余华 《活

着》 一书中人物 “富贵” 的对比， 甚至

研 究 老 舍 ， 把 他 和 钱 钟 书 进 行 对 比 等

等。 有的同学甚至把祥子和保尔进行对

比， 突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在相同困难的

环境下有不同的选择， 思想深刻。

2． 感悟类

感悟类读书笔记是学生比较常写又

不难写的读书笔记形式， 感悟类笔记包

括读后感、 推荐词、 颁奖词、 与人物对

话等等。

（1） 读后感。 读后感内容丰富， 可

以概述内容， 描述感受， 可以对人物进

行评价， 也可以对书的整体内容风格进

行评价； 读后感也形式多样， 可以写散

文， 可以写诗歌， 也可以写故事等。 比

如有学生在读完 《骆驼祥子》 后， 写了

一篇散文式读后感悟。

（2） 推荐词。 简单来说， 推荐词就

是给没读过这本书的人写的话， 推荐给

他们读， 如果读了推荐词， 他们愿意读

了， 推荐词就成功了。 推荐词写法包括

内容介绍， 读后感悟， 只介绍一部分内

容 ， 设 置 留 白 等 ， 给 被 推 荐 者 留 下 悬

念， 吸引推荐者阅读。

（3） 颁奖词。 颁奖词可以是给人物

颁发， 也可以是给作者颁发， 也可以给

这本书颁发， 内容丰富。 比如， 假设老

舍先生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 如何给

他写颁奖词呢， 学生在写时也定会提到

《骆驼祥子》 这本书。

（4） 与人物对话。 有故事就会有人

物， 书中人物个性鲜明， 学生可以采用

多种形式来研究人物形象， 比如给人物

写信， 采访人物， 或者对人物进行一次

访谈录等。 当读完 《骆驼祥子》 后， 有

的同学在读书笔记本上给祥子写了一首

诗， 表达自己对祥子的怜惜， 还有的同

学给虎妞写信， 表明对虎妞的憎恶与叹

息。

3． 联想拓展类

联 想 拓 展 是 对 书 的 内 容 进 行 再 加

工， 这完全属于创作性的阅读活动， 包

括结尾的改写、 续写， 改编剧本， 质疑

补充， 描述人物书外经历等。 例如有学

生在读 《骆驼祥子》 时， 进行拓展， 把

小说改编成剧本， 又把祥子放置到现代

社会环境下， 探究祥子悲剧的根本原因

是社会还是自身。

4． 思维导图式

思维导图在阅读中可以用来梳理情

节 、 理 清 人 物 关 系 ， 分 析 内 容 和 主 题

等。 学生在画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可以把

头脑中零散的情节梳理清晰， 有效、 实

用。

二、 读书笔记的交流与展示

如果读书笔记仅仅是给自己看或者

仅仅给老师检查， 效果肯定不好。 如何

把读书笔记展示给大家， 讨论交流呢？

我们可以开展读书会展示交流， 也可以

在平时课堂进行交流。

1． 人物形象整合式小论文

阅读长篇作品， 人物形象的分析必

不可少， 虎妞是 《骆驼祥子》 中的女主

人公， 她的形象对揭示小说主题意义重

大。 学生进行读书笔记写作时， 比较多

的是分析虎妞的性格特点， 或表达自己

对虎妞这个人物的看法， 有内容但是不

深入。 在准备读书交流会时， 学生根据

小说和自己的读书笔记， 对虎妞的形象

进行了一次整合， 形成一篇人物形象研

究 的 小 论 文 ， 题 目 是 《虎 妞 的 形 象 解

读》， 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进行虎妞的

喜剧、 闹剧、 悲剧的内容展示， 然后对

虎妞的形象加以概括总结， 最后分析造

成虎妞悲剧的原因，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

的， 有社会原因， 有个人原因， 更重要

的是虎妞个人性格及她的生活经历造成

她的悲剧。 主讲学生进行展示分析， 这

样大家就对虎妞这个人物形象有了立体

化、 多样性的认识。

2． 采访探讨式

学生独立撰写完读书笔记， 还可以

采 用 采 访 和 探 讨 的 形 式 进 行 展 示 和 交

流。 学生读 《骆驼祥子》， 针对祥子写

了不少的阅读感悟， 大多数学生对祥子

持同情的态度， 认为他的悲剧主要是社

会 造 成 的 ， 这 时 就 可 以 引 导 学 生 进 行

“祥子悲剧成因的探究”， 探讨造成祥子

悲剧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探讨的

过程如下：

主持人采访同学， 祥子经历三起三

落后成为一个吃喝嫖赌、 麻木堕落、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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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自弃的行尸走肉， 可怜可恨又可悲。

他悲剧的根源究竟是黑暗的社会还是自

身的性格？ 有的同学认为最主要的原因

是社会， 当时社会的黑暗、 人与人之间

的欺诈及当时社会的恃强凌弱让好人没

有出路。 也有一部分同学认为最主要的

原因是他自身的性格。 祥子固执老实、

不懂变通、 不善与人交流， 外刚内软，

又没有技术和文化， 造成了他的悲剧。

学生根据小说内容及自己的理解各抒己

见， 最终确定造成祥子悲剧的根源是他

本身， 脱离悲剧命运也只能靠他自身。

社会原因是次要原因， 是他悲惨命运的

推手。 要想走出悲剧， 就必须得改变自

己！

3． 微博式

现在网络技术发达， 微博也是一种

表达自我阅读感悟一种非常好的形式，

虽然在作业及展示时没有办法完全使用

网络， 但是可以采用笔记本进行微博创

作的形式进行交流与展示。 学生可以就

每天的阅读写几句话进行表达感悟、 评

论人物、 赏析语言、 拓展想象等。 比如

学生读到祥子去找小福子， 发现小福子

死时那种绝望， 学生在微博本上进行联

想， 写到 “如果小福子不死， 她和祥子

会有怎样的生活” 这个话题： 可能小福

子等到祥子来接她， 一起离开那个伤心

的地方， 生活会慢慢地好起来， 会生个

孩子， 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但

这只是乐观的想象， 幸福可能并不能持

久……也有可能去个陌生的地方， 人生

地不熟， 那里也许更加黑暗， 又落得一

样悲惨的下场。 学生不仅表达了美好的

意愿， 也充分意识到了社会对他们的影

响。 微博写作可以每天都进行， 每次抽

一两个学生的创作进行展示， 然后大家

再进行讨论， 以加深理解。

4． 手抄报展现式

学 生 还 可 以 利 用 手 抄 报 的 形 式 来

写、 画读书笔记， 图文并茂， 可以概括

内 容 ， 摘 抄 美 句 ， 也 可 以 赏 析 人 物 形

象， 与人物对话， 还可以书写感悟， 鉴

赏语言风格……总之， 前文所述的各种

读书笔的写法都可以用手抄报的形式来

展现， 内容丰富， 吸引眼球。
责任编辑 黄日暖

论数学的相似性教学
文/广宁县木格中学 廖镜海

数 学 的 相 似 性 ,表 现 在 数 学 的 各 个

分 支 ,如 方 程 与 不 等 式 的 相 似、 分 数 与

分式的相似、 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的相

似， 等等。 将这些相似的内容， 集中在

一起统一教学方式， 分析共同点和差异

点， 称之为相似性的教学活动， 通常会

取得更加显著的教学成果。 怎样才能够

更好地进行相似性教学活动？ 教师应主

要从三个方面的知识结构进行分析。

一、 相似的教学内容一定要

分内容的先后顺序，由简单到复杂

张 光 鉴 在 他 的 《教 育 科 学 与 相 似

论》 中提出， 人们大脑的思维依赖于其

在学习与实践活动中积累起来而贮存在

大脑中的知识单元———相似块， 人们总

是先从事物的形式相似入手， 然后才去

认识事物运动的相似、 结构的相似、 联

系的相似， 进而认识到事物千变万化中

那些相对不变的本质， 最终达到对事物

客观规律的认知。 如学生学习一元一次

不等式的时候， 就会想到其和一元一次

方程的相似点， 从而学会解一元一次不

等 式 。 一 元 一 次 方 程 和 一 元 一 次 不 等

式， 从解答的角度来看， 方程的解是单

一的 “x=a” 形式， 而 不 等 式 则 是 一 个

解集 “x<a (x>a)” 的形式。 所以在教学

这两个内容的时候， 教师应首先讲解一

元一次方程， 再进行一元一次不等式的

分析， 这样就遵循了学生思维认知发展

的规律， 循序渐进。

相似性具有将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

正在学习和将要学习的知识进行融会贯

通的作用， 因此就知识层次方面的关系

而言， 知识的学习应该遵循由简单到复

杂的过程。 学生只有掌握简单的基本方

法， 才能更好地学习后继的内容， 从而

激活、 迁移大脑中已有的相似块与新的、

具有大量相似性学习内容 （经选择、 重

组后的学习内容） 进行相似激活、 相似

匹配、 相似重组、 相似创造， 最终对自

己参与学习的方法、 效果、 过程进行相

似反馈、 相似调节、 相似评价。

二、 相似性的教学内容， 强

化两者之间的共同点

以一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一次不等式

为例。

解一元一次方程 x-2
2 = 7-x

3
。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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