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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经典文学的魅力 
— — 《白鹿原》读书会展示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寮学校 林昭敏 

浮躁的社会，动荡的人心，给教育带来很大的 

挑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学生，在这个物欲横流、 

知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常常显得焦躁不安。我们 

都知道：教育越来越难了，唯有让学生静下心来， 

他们才能真正学进去，才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如果学生能够自由地沉浸在文字里，去和“高 

尚的人对话”，他一定能为 自己找到一寸精神的净 

土，安静地建筑 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至于随波逐 

流，或不知所措。作为语文教师，我们有责任去引 

导学生进行读书、交流、分享，不断地让学生有充 

实、满足的精神体验。在青春小说等消遣文学盛行 

的情况下，教师要善于将学生引导到经典阅读上， 

笔者就引导学生进行经典阅读进行了一次尝试。 

一

、选书 

经过七年级一学年的阅读指导，学生对于阅 

读有了较高的自觉性，但是在选书这个问题上，还 

是喜欢追随“潮流”，跟着影院走，热追青春小说。 

从《致青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到《万物 

生长》《左耳》《何以笙箫默》等，学生几乎都是在这 

些影片刚上映的一周内就看完了，然后就开始搜 

集这些片子的原著来看。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面对校园小说等流行文 

学，我虽然珍惜孩子们的阅读热情，也尊重青春期 

少年的阅读特点，但是，我更注重孩子精神价值的 

建构。要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健全人格，就要广 

泛涉猎各方面的书籍。所以，跳出“流行文学”，读 

点“经典文学”显得十分必要。 

为了引导学生读经典，我采用了一系列的铺 

垫活动，先是在班里晒照片——让学生展示个人 

书房，书柜／书桌，细数“收藏”书籍 ，看谁所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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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最多。同时评选三名“藏书家”，并请三位“藏 

书家”为班级列出“共读一本书备选书单”，说明推 

荐理由。《白鹿原》这本书，正是我们“班级藏书家” 

所列书单里的一本书，最终，经过讨论 ，班级成员 

共同选定《白鹿原》作为班级读书月共读的一本名 

著。 

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任何一种教育现 

象，孩子在其中越少感觉到教育者的意图，他的教 

育效果越大。”所以，作为老师，虽然我希望孩子们 

阅读经典，但是我也知道，不能生硬地“要求、命 

令”学生读经典 ，而应该换种形式 ，通过“活动 、同 

伴启示、商量”等形式来引导，效果事半功倍。 

二、促读 

第一阶段：激发兴趣 促进阅读 

《白鹿原》是一本很厚重的“民族秘史”，我们 

在书中可以看到宗法制的传承、儒道思想的斗争 

与融合、家族的纠纷，女性的卑微⋯⋯这本书里面 

蕴含太多，需要我们去好好思考和阅读。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阅读 ，我用了 

“活动”的形式，激发他们的兴趣。 

活动内容：“班级藏书家”发表荐书感言、电影 

预告片展示、名家点评等。这几个环节对这本书进 

行了一个“模糊”而生动的介绍，留下大量的空白， 

让学生自己去读，自己去寻找对文本较为“清晰” 

的认识。 

第二阶段：浏览故事，畅所欲言 

阅读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大工程。《白鹿原》如 

此厚重，如果一下子就要求学生去精读，只怕学生 

会觉得吃力。虽然现在“浅阅读”备受诟病，但是， 

浅尝辄止的浅读，走马观花的速读，能让学生在最 



短时间内了解故事的梗概 ，抓住疑惑 ，提出质疑。 

在这个阶段里，笔者的做法是：引导学生速读，然 

后开一个“讨论会”，让学生提出质疑，并且借助集 

体的力量解答。 

在“讨论会”上 ，学生提出的疑问有很多：故事 

中有很多露骨的“性”描写，是否适合中学生读呢? 

这本书好像很歧视女性，这本书是不是太高举男 

权⋯⋯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学生对文本存在不 

理解的地方 ，教师要及时抓住疑惑之处，引导学生 

进行文本细读，向“深层次阅读”迈进。 

第三阶段：细读名著，圈点批注 

在上一阶段，学生对这本书的故事梗概已经 

有了了解，但是经典是需要仔细阅读，精心研究 

的，所以，我要求学生进行二次阅读，这一次要放 

慢速度 ，用心去体会文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魅力。 

同时，联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人物、环境、主旨、 

最能引发f青感共鸣的句子进行批注。作为教师，我 

们应该在阅读中提高孩子的感悟能力，让学生“在 

阅读中学会阅读”，加深对文本的感悟，提高学生 

的阅读能力。 

第四阶段：拓展阅读，深入探究 

在浏览故事、提出质疑、细致批注的过程中， 

学生的阅读主体地位得到确立，也能充分发挥 自 

己的积极性和能力。然而，在深入阅读的过程之 

中，学生又产生了新的疑惑，比如“白鹿”究竟意味 

着什么?所以，在深人阅读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 

学生“查阅资料”补充阅读，拓展 自己的知识面，生 

成新的认识、心得。 

在这一个环节，教师编制了“《白鹿原》论文精 

选”，这里面包括：《文学的信念与理想》、《我的文 

学生涯——陈忠实自述》、《关于陕西长篇小说创 

作的回顾与展望》、《性与秘史》、《寻找属于自己的 

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白鹿原)：民族秘 

史的叩询和构筑》、《(白鹿原)创作散谈》、《关于 

(白鹿原>的问答》、《朱先生和他的“鏊子说”》、《废 

墟上的精魂——(白鹿原 )论》《儒家文化 的反 

思——读(白鹿原)》《(白鹿原)中的“白鹿精魂”信 

仰》等论文，在这些辅助材料的帮助下，学生对作 

教 学 掾 奔 

者、创作背景、成书过程、创作特色会有更宽更广 

更深的理解，这为学生的阅读世界打开了另一扇 

窗户。 

三、展示 

为了本次读书会的顺利进行，由各小组派代 

表组成“读书督导小组”，经过“督导小组”的讨论 

和咨询后，得出结论——本次读书会要突破以往 

的展示形式，融入新的表演形式：哑剧、三句半、人 

物插画展等。 

读书报告会由“哑剧——黑娃的一生”、“三句 

半——我看 《白鹿原》”、“小品表演——白嘉轩的 

回望”、“一战到底——《白鹿原》你知多少”、“人物 

插画展——我心中的人物长这样”几个环节组成。 

1．哑剧——黑娃的一生 

以往的读书会大部分采用的是：再现剧本、辩 

论、交流读书心得等，这些形式，学生已经尝试过， 

人的成长是有阶段性的，读书报告会是灵活的，我 

们不能僵化活动形式，要让学生大胆地采用他们 

喜欢的形式来展示他们的才能。 

哑剧主要靠动作和表情来表达剧情，在这个 

环节里，班级的“表情包”们大展身手，以幽默夸张 

的方式展示了：上学拜师、冰糖友谊 、报复嘉轩、改 

邪归正等四幕，趣味十足，生动活泼。 

2．三句半——我看《白鹿原》 

三句半是一种中国民间群众传统曲艺表演形 

式。由4人演出，三人说长句，一人说短句。班级才 

女团大展身手，将自己写的读后感改成三句半，使 

得这个环节韵律感十足。 

3．小品表演——白嘉轩的回望 

柏拉图说过：谁会讲故事，谁就会控制世界 ， 

谁就会拥有世界。所以，学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至关 

重要!《白鹿原》这么一部恢宏的小说，按照书上所 

写来讲故事，那是不可能。如何选择一个切口，把 

故事讲清楚，这是摆在孩子面前的一个难题。 

经过讨论，学生决定从白嘉轩的角度来展示 

白鹿原上的生活 ，让“老年的白嘉轩”坐在榕树底 

下，缓缓回望自己的一生，让舞台上的演员展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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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轩的记忆，让回忆和白鹿原上的一切更具有立 

体直观的感受。 

这个剧本按照初遇白鹿——换地风波——嘉 

轩腰断——修塔镇鬼——晚年忏悔的顺序上演， 

用一个老者的身份，缓缓述说白鹿原上的故事，让 

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握故事的梗概。 

4．一战到底——《白鹿原》你知多少 

班级“督导小组”的精心命题，设置了“个人 

战”和“联盟战”，每组派一代表上擂台，在“个人 

战”环节答对一题加一分，答错扣一分 分数最低四 

位淘汰，剩下四位两两结盟，进入“联盟战”，最终 

产生联盟冠军。 

题 目示例 ：(1)黑娃去哪里受训回来后，在白 

鹿原掀起了一场风暴?(2)被作为白鹿原农协会总 

部成立的地方是哪里? 

5．人物插画展——我心中的人物长这样 

每个小组任意挑选一个人物，展开想象，将人 

物以图画的形式展现，并且配上解说稿，轮流展 

示。这种跨学科的成果展，既新颖又别致，学生画 

的水平展示出来了，说的水平也展示出来了。 

示例 ：第三小组的“鹿三解说词”——鹿三是 
一 个忠实老师的长工，他让我想起了“老农民”的 

形象。在他的世界里，人只分为好人和坏人，是非 

对错也划分地很明显。其实老师讲过：很多事情， 

都是存在灰色过渡带的，只是鹿三没有看到。他的 

淳朴、单纯中透出一丝盲目的愚昧。 

四、反思 

不可否认，青春小说等消遣文学在中学生阅 

读市场中占有相当比重，但是青春小说虚构了很 

多颓废消极的情节，这会误导我们的学生。虽然消 

遣式阅读比较休闲，但是这样会让读者飘飘然，进 

入无限的幻想之中，得不到任何有思想价值的唐 

示。 

相比青春小说，《白鹿原》是一部晦涩难懂的 

书，而且这部著作里面那些裸露的“性描写”也确 

实让我挣扎：是否该让学生去读?当代著名作家、 

教授梁晓声曾经说过，好书影响在 18岁前，一定 

要读超越 自己年龄的书。这句话让我下定决心，做 
一 次阅读的冒险，尝试引导学生越过书中的“性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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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去挖掘这本书的丰富性。就本次读书会，我谈 

两点感触： 

1．关于阅读 

茅盾先生经常采用“三式”读书法：第一遍，鸟 

瞰式，形成初步印象；第二遍，精读式，品味作品妙 

处；第三遍，消化式，汲取种种精华。我把作家茅盾 

这种读书方法介绍给学生，并且利用这一次全班 

共读《白鹿原》的机会，把这种读书法进行了实践。 

历时一个多月的读书，在阅读、思考、内化、生 

成、展示这一系列由浅到深的活动的带动下，学生 

将《白鹿原》由平面读成了立体，深入去触摸了书 

的灵魂。这一系列活动，锻炼了学生的读 、写、讲、 

演、画等能力，让学生们得到挑战，超越 自我。这样 

的读书体验，让阅读变得丰富、饱满，富有生命力。 

2．关于活动 

行为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听 

过的忘记了，看过的记不住 ，做过的就理解了。因 

此，活动便成了我们提高阅读有效性的途径和方 

式。从初一到初二，一直带着学生阅读，也开过大 

大小小的几次读书会，例如“名著推荐会——假期 

阅读展示”、“诗意飞扬·诵读青春——诗歌分享 

会”、“《简爱》辩论会”、“《水浒传》英雄会”，这些读 

书会或大或小，但是每一场都是一次提升，都围绕 

着读书。沿着阅读、思考、内化、生成、展示这五个 

循序渐进的读书环节，在培养阅读能力的基础上， 

也进而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口语表达能力，舞台演 

绎能力，还有潜在的文化价值的传递与接收。活动 

是阅读质量提升的过程，也是超越语文素养的多 

方面能力的培养过程。 

消遣文学由于浅显易懂比较受学生喜欢，校 

园小说因为写着校园故事而让学生觉得亲切，但 

是，只要慢慢引导学生去读经典 ，学生总会在对比 

之中，找到阅读的正确方向。我们要相信经典阅读 

的作用，我们更要相信：一个爱读经典的人，一定 

有这样的感觉 ，捧着书，闻着淡淡的油墨香时，品 

味着书中无法穷尽的意蕴，偶然间获得那种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的灵光一闪时，那种心情是充实的， 

是满足的，是集中的，是实在的。让我们带着学生 
一 起，去感受经典文学的魅力 ，去传递阅读的幸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