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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 热情和无 限创 意让教师 为之 惊叹 。学生 在 

读 书汇报会 的组织 、展 示过 程 中充分 发挥 了他 们 

的才智 。比如 ，阅读 《水 浒传》时 ，举行 “谁 是英雄 ” 

大 讨论 ，以心 目中 的英雄 自然分 组 ，学生 唇枪 舌 

剑 ，争得不亦乐乎；阅读毕淑敏的《幸福的七种颜 

色》时 ，有的学生以心理医生治疗病人的情景再 

现文章内容 ，有的以新书发布会的形式介绍书的 

内容 ；阅读刘亮程 的《遥远的村庄》时 ，有 的学生 

以导游 的方 式 引领游 客漫 游新 疆 ⋯ ⋯形式 与 内 

容完美牡~VI△I21的表演 给台下师 生耳 目一新 的感觉 ， 

将平面 的书籍变成 了立 体 的感知 。这些活动点燃 

了学生的阅读热情 ，成为他们再次阅读的新起 

点 、新动 力 。 

五 、评价化 

评 价对教学活动有着“倒逼 ”的作用 。如果将 

读书会 活动成绩 以分数或等级 的方式计人学生期 

末考试综评 ，及时给予评价，学生参与读书会活动 

的兴趣就会变得更浓 ，积极性也会变得更高 。 

十年来 我们在七 、八 年级考 试 中一直 坚持名 

著考查 ，通过考 试评价促 进课外 阅读 的开展 。主 

要措施有 ：(1)不 考课 内现代文 。只要一考课 内现 

代文 ，名 著阅读基本会流 于形式 。(2)加大 课外名 

著考查分值。从最初的 5分 ，慢慢增加到 10分左 

右(全卷满分 100分 )。(3)研究课外阅读考查方 

式 ，合理考 查 。名 著阅读考查 的特殊性 ，就在 于题 

活动设计 

目的答案不在 文段 中，文 段往往是题 目的引子而 

已 。这 就 考查 了学 生有 没 有真 正 细 致 地 读 书 。 

(4)文 学作 品阅读题 的选 文 以推 荐作 品精 彩片段 

为主。2012年七年级期末检测选用 《平凡的世 

界》精彩片段作为文学作品阅读考查的选文 ，并 

在试卷中加入推荐语 ，建议学生寒假阅读。同时， 

在参 考答 案 中要 求教 师将 该 书列 为寒 假 阅读 推 

荐书 目，将评价引领阅读的功能最大化。 

随之 ，对教 师 的评价 也发 生 了变 化 ，优 秀 教 

师不再 是能教好课 文 的教 师 ，而是 能推荐 给学生 

合适 的书并能带着 学生 阅读 的教师 。教 师摆脱 了 

教 材的桎梏 ，解 放学生 的 同时也解 了放 自己 ，阅 

读 、写作能力也会 大大提高 。 

课外 阅读 课程化扎 实推进 了课外 阅读 ，使全 

区初 中生 阅读 数量和质 量产生 了明显 的变化 ，学 

生 的语文 素养 也得 到极 大 的提 升 ，为未来 可持续 

性 的阅读 奠定 了良好 的基础 。近几 年深圳市宝安 

区语文中考成绩大幅超过全深圳市平均水平 ，广 

大教师 也更 坚定地秉 持 “读 书是 语文教 学最重 要 

的任务 ”这一信 条 。从教 教材到教 原著 、经 典 ，很 

多教师反映这才 是语文 教学 的正途 ，同时 也体验 

到了前所未有 的职业幸福感 。 

(倪 岗 广 东深圳 市宝安 区教 科培训 中心 ； 

518101 袁 婷 广 东深 圳 市 宝 安 实验 学 校 ； 

518101) 

读书需要精心设计 

“渴望生活：《梵高传》”读书报告会教学创意 

《梵高传》读书报告会 ，主要展现的是学生 

对人物传记类书籍阅读 、思考及交流的成果 。 

一

、 阅读传 记—— 与 高 尚的人对 话 

选择《梵高传》，不局限于了解梵高生平 、欣 

赏梵高作品，更希望学生读懂他的内心 ，感受他 

的热情 ，学 习他执着追求的精神 ；同时，《梵高 

◎黄 狲 杨 数 

传》作者欧文 ·斯通被誉为“传记小说之父 ”，阅 

读他的传记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二、激趣导入——让学生“爱”上梵高 

读书前 ，必须先让学生产生阅读兴趣。导读 

课上 ，介绍梵高和梵高的作品及其背后 的故事 ， 

播放有关梵高的民谣 ，高度评价《梵高传 》的价 



值——译成八十余种3~-7-，发行数千万册 ，感动 

亿 万读 者 。甚 至 ，对 书 的封面 、封 底都 作 动情 解 

说 。通 过 这些 引 导 ，全方 位 、多角 度地 激 发学 生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三 、读 书指 导—— 引导学 生发 现美 。欣 赏美 

(一 )保 证充 足 的阅读 tt,-j-问 

充足 的 时间是 阅读 顺 利进 行 的关键 。在 一 

个 多 月 的读 书过程 中 ，鼓 励学 生 每天 利 用半 小 

时以上 的时间阅读 《梵高传》，并 向家长发 出倡 

议 ，希望他们营造温馨 的读书氛围 ，尽量陪同孩 

子 一起 阅读 。 

(二 )辅 导适 宜 的读 书方 法 

根 据 学生 的能 力 水平 ，辅 导他 们 在 阅读 过 

程 中撰写读书笔记 ，对词语或段落进行批注 ，填 

写传记 阅读积 累表 。一位学生 的批注是这 么写 

的 ：“读 温 森特 独 白式 的告 别 时 ，脑海 里 涌现 出 

许 多 阅读 过 的片段 ，那 些 鲜活 的或 已经死 去 的 

生 命 ，一个 个 呈现 在 眼前 ，有种 想 哭 的冲 动 。这 

种 情 绪 深 深 地把 我 带 进 书 里 的 每一 个 文字 ，这 

种 感动 源 于一 种悲 凉但 有 力 的陈述 ，而非 煽 情 

的修辞 。”优秀文学作 品本身就是一种美 的存 

在 ，引导 学 生 深 入解 读 作 品 ，是发 现 美 、欣 赏美 

的情 感 积 累过程 。 

(三 )整合辅助材料 ，从广度上拓展阅读面 

读 一本 传记 ，不 要 局 限于读 这本 传 记本 身 ， 

与传记 、传主相关 的鉴赏 、评价 、研究类文章都 

可 向学生推荐 ，通过 阅读辅助材料 ，提高学生阅 

读 的广 度 、深 度 。 ． 

阅读《梵高传》期间，推荐学生读《亲爱 的提 

奥— — 梵高 自传 》 一书 来理 清 梵高 创作 思 想 的 

发展脉络 ，将冯骥才《最后 的梵高》、林清玄《投 

给燃烧 的感 情》、周晗《火中取 栗的人》、安妮宝 

贝 《亲爱 的文森 特 ·梵高》、海子 《阿尔 的太 

阳——给我的瘦哥哥》及梵高的经典语录 ，甚至 

是其代表画作 的鉴赏文章 ，都整理并印发下去 ， 

辅助学生阅读。 

四、读书交流—— 畅谈感受，鼓励多元解读 

讨论交流是推进阅读的重要环节。教师要 

边读书边与学生交流 ，不仅在每周阅读课上交 

流 ，在课外也时不时与学生“聊书”。这对学生的 

阅读既是督促 ，又是激励。学生带着 自己的阅读 

感 受表 达 、讨 论 、倾 听 ，会 在 民 主 宽松 的氛 围 中 

获得 不一 样 的作 品解读 。 

在交流 中，学生不仅“人乎其 内”与文本对 

话 ，也 “出乎其 外 ”与 自己对话 。讨 论 的问题涉 及 

《梵高传》的各个方面 ：唏嘘梵 高一生经历 的种 

种苦 难 ，评价 与他 “死也 不 分离 ”的好 弟弟 提 奥 ， 

探 讨 他 一 生 寻 找 的“橘 黄 色 ”的 深 层含 义 ，感 叹 

他屡屡受挫的病态爱情 ，争论他是天才还是疯 

子 ，评价他的 自杀行为 ，将梵高和《活着》中的富 

贵进行 比较⋯⋯还有学生衍生开来 ，提出了许 

多 天马行 空 的 问题 ，掀 起讨 论 热潮 ：你 愿 不愿 意 

经历 梵高 的 生命 ?梵高 的身上 ，是不 是证 实 了马 

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梵高 

求婚 、传 教成 功 ，他 会不 会 是一 位 成功 的商 人 或 

伟 大 的牧 师 ?梵高 更 爱生 活 ，还 是更 爱 自己? 

五 、读 书展 示—— 将 读 书收 获 立体 化 、活 动 

化 

随着阅读 的深入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想通 

过读书会分享读书的收获和体验。厚厚的书 ，内 

容浩瀚 ，从何人手?重点展示什么?师生共同商 

议 将 梵高 一 生分 成 三个 阶段 ，分 别 表 现梵 高 不 

同 时期 的生 活样 貌 和精 神状 态 。学 生 自由组 成 

三组 。教 师抛 出 问题引 导学 生思 考 ：每一 部分 中 

最 能 体现 梵 高个 人魅 力 的地 方在 哪里 ?什 么 方 

式最能展现你们组的阅读感受?通过发问，让学 

生 从 自己大 量 的读 书笔 记 、批 注 中去 寻找 归 纳 

答 案 ，继 而探 讨 合适 的表现 形式 。期 间 ，教 师 针 

对 实 际情况 给 予适 当的指导 。 

读 书会 流 程如 下 ： 

1．激 发兴 趣 ，导入 学 习 。 

以梵 高作 品拍卖 会 的形 式 展示 梵 高著 名 画 

作 ，通过学生估价与画作的实际ffr~x,j-比导入 

读 书会 。 

2．活动 过程 。 

活动一 ：小组专题阅读汇报 

【第一组 】 

前期——序幕 (伦敦 )、第 1卷(博里纳 日) 

(1)展示形式 ：抢答。 

(2)提 出问题 ：梵高尝试过很 多职业 ，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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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他 选择 了绘 画 ，对 此你 有什 么想法 ? 

【第二组 】 

中期— — 第 2～5卷 (埃 顿 、海 牙 、纽 恩南 、巴 

黎 ) 

(1)展示形式 ：通过一幕短剧体现梵高走上 

绘 画 的艺 术 道路 时遭 遇 的挫折 和质 疑 ，表 现他 

面 对 困难时 的执着 和积 极 向上 的人生态 度 。 

(2)读书 笔记 交流 。 

(3)提 出问题 ：梵高生前无人关注 ，死后却 

名扬万里 ，你认为梵高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 

么?从 中你 得 到 了什 么样 的启 示 ? 

【第三组 】 

后期——第 6～8卷(阿尔、圣雷米 、奥维尔) 

(1)展示形式 ：手抄报、书法展示 ；朗诵第三 

部分经典文段 ，表现梵高独特的艺术追求 、人生 

理想 和心 路历 程 。 

(2)提 出 问题 ：本 导 读课 主题 是 “渴 望生 

活 ”，梵 高渴望 怎样 的生 活 ? 

活 动二 ：阅读 感悟— — 问题讨 论环 节 

就 刚才 活动 一 中各小 组 出示 的三 个 问题集 

体探讨 。 

活动三 ：写作拓展——为《梵高传》写推荐 

词  

借鉴“感动 中国”的颁奖词的语 言形式 ，为 

《梵高传》写推荐词 ，吸引亲朋好友读这本书。 

开始我们还担心学生 的热情度与参 与度 ， 

但在读书展示中 ，各个活动环环相扣 ，学生抢答 

时争 先恐后 ，短剧表 演 惟妙 惟 肖，交 流 在理 在 

情 ，朗诵感 情充 沛 ⋯ ···充分 的前 期工 作 与成 功 

的现 场展 示让读 书会 现场 高潮 迭起 。 

课堂精彩瞬间一 ： 

在学生表演的短剧 中，梵高 的心理独自最 

为精 彩 。 

这世上除了提奥，还有谁能帮助我呢?在这 

些艺术家们的眼 中，我算什么呢?一个没用的 

人 ，一个反常的人 ，一个可 笑的人 ，哈哈 ⋯⋯好 

极 了!即使这样 ，我也要 画，我偏要 画，我就要 

画!我要 画出我的渴望、我的追求、我的生活，乃 

至我的生命 !上帝啊 ，让我的生命之 火燃烧吧! 

饰演梵高的学生手握拳头 ，跺着脚 ，仰天长 

啸 ：“上帝 啊 ，让 我 的生命 之火 燃烧 吧 !”全场 都 

轰动了。此时 ，学生与梵高 的灵魂合二为一。如 

果 说 ，文本 阅读 获得 的体 验是 平 面化 的 ，那 么读 

书会 中演绎 出的梵 高 ，就 是 立体 的 ，强烈 地感 染 

着学 生 的心灵 。 

课堂精彩瞬间二 ： 

《梵高传》的丰富内涵在讨论环节中产生了 

许 多独 到见解 。 

主持 人 ：你认 为梵 高这一 生 最 大的成 就是 

什 么 ? 

生 1：我认 为在 于他 高超 的 画技 。他是 一 个 

享受 色彩 的天 才 ，他 炙 热的 灵魂挥 洒在 画纸上 ， 

他 狂 热 的笔法体 现 了对 艺术的热 情 ，他 的 画作 

开辟 了世界 艺术 的新 道路 。 

生 2：不仅 是 画 作 ，梵 高的 品性 也 是他 的成 

就 。他 的一 生并 不顺利 ，但 他依 然 坚持 生 活 ，他 

并 没有 因此 而屈服 ，我 读到 了他 的 坚毅 、勇敢和 

努 力 。 

生 3：梵 高 的 成 就 不 在 于 他 成 百 上 千 的 

画 作 ，也 不 在 于后 世 给 予 他 的 过 高 评 价 ，而 

是 他 告 诉 了 情 绪 低 迷 的 人 们 ，阳 光 一 直 在 ， 

热 情 也 从 未 消 减 。 我 读 到 了他 追 求 梦 想 的 

执 着 和 锲 而 不 舍 。 

阅读的过程是学生获得知识 自我反思的过 

程 ，是 学生成 长 的过程 —— 阅读 与生命 同行 。 

六 、读 书 会后 的声 音—— 在 探 索的道 路 上 

且思 且行 

此 次读 书会 历 时一个 多 月 ，带 给学生 的影 

响远远 超 出预料 。许 多 学生 主动 要求 教师 推 荐 

好 书 ，还关 心下一 次读 书 会 的时 间 ；学 生 之间 交 

流 的就不仅 是游 戏 了 ，还有 更热 门的话题 ——  

你在 读什 么书 。有家 长反 馈 ，孩 子似 -'T-突 然长 大 

了，且养成 了每天阅读的习惯。教师也发现学生 

的阅读质量逐步提升，写作 中也开始有独特的 

感受和深度的思考。 

现在 ，我们正逐步开展对读整本书 、读一个 

作家 、读一类作品的读书活动的尝试。 

师生共读好书 ，愉悦地读 ，共 同在读书会 的 

道路上且思且行 ，让语文学习生机勃勃。 

(广 东深圳市新安 中学；518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