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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会 
主持人：潘孟良 

行走在阅读的高地上 

四本书读书报告会教学反思 

文 ／深圳市宝安实验学校 袁 婷 

最近几年，深圳市宝安区以专家讲 

座、课例呈现、经验分享等形式大力推介 

读书会，连续组织多场区级读书交流活 

动，还分门别类进行多种类型读书会的 

探索。例如：不同体裁(小说、诗歌、传记、 

散文)的读书会；不同范围(一个班、班级 

之间、年级、学校)的读书会；不同教学重 

点(读书推荐、读书指导、读书交流)的读 

书会等等。在这种大环境的感召和引领 

下，也激起了我对读书会的浓厚兴趣，也 

尝试让我自己的学生来体验读书的益 

处，接受读书会的挑战。 
一

、选书 

以往的读书会往往是全班共读一本 

书，老师认为这样便于阅读和交流。而阅 

读是个性化的行为。全班共读一本书，就 

有可能忽视了学生的差异性 ，造成部分 

学生没有阅读兴趣，或者阅读能力不及 

的情况。因此我还尝试进行了多本书的 

读书会。 

而几本书的阅读交流会由于主题零 

散，没有一条主线串起 ，所以对学生的触 

动不够深远，仅限于孤立的各本书对学 

生的启发。于是，这次我想大胆地尝试有 

主题的多本书的读书交流会，通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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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来提升多本书阅读的价值，展示更 

高质量的阅读成果。既能做到多本书共 

读，符合个性化阅读的需要，又能整合主 

题，加深对主题的理解，引发学生深层次 

地思索与争鸣，并产生比较阅读和对比 

阅读的意识。相信这样的阅读及交流比 

完全没有关联的阅读对学生的启发更 

大。 

这次读书会，经过师生的共同商议， 

同学们最后确定了读四本书，分别是《风 

华岁月——邓小平传》、《花田半亩》、《天 

蓝色的彼岸》、《花季雨季》。这四本书涉 

及到传记、散文、小说几种体裁。主人公 

有让我们仰慕的名人及和学生一样的同 

龄人。 

我认真地思考这四本书，发现这四 

本书都涉及了两个关键词：青春和死亡， 

这是非常有意思而且有意义的话题。于 

是我跟同学们商议本次读书会的主题就 

是青春和死亡。 

二、促读 

(一 )保证充足的阅读时间 

从开学就一直在极力推广读书，鼓 

励学生每天利用半小时以上的时间阅 

读，并向家长发出倡议，希望他们营造温 

馨的读书氛围，并且在家进行监督。在校 

时间的读书课也会被利用起来读书。有 

时候，晚上的作业就是读书。因为这两个 

主题的选择，学生显得很有兴趣，他们在 

不需要怎样监督的情形下快马加鞭地阅 

读了。 

(二)辅导适宜的读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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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发现 

美、欣赏美的情感积累过程。在学生阅读 

的同时，要对他们进行适时适宜的跟进 

和指导，这样更有利于指引他们阅读的 

方向和调动读书的积极性。所以，我会根 

据学生的能力水平，辅导他们在阅读过 

程中对词语或段落作批注、写读书笔记。 

尤其是有关主题的心得，我会极力鼓励， 

让他们根据文本撰写深刻的感悟和思 

索，多阐发出些深层次的内涵。 

(三)确立形式 

在快要读完的时候我就利用了一节 

课的时间，让学生自由组合，读过相同书 

目的同学自然形成一个小组。规定小组 

人数不能少于2人，不能多于6人。然 

后 让他们明确下来：1．用什么形式交 

流；2怎样突出主题。之后，学生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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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节课 ，最后确定了分组情况及交流形 

式，每个小组将一个小条交给我，上面分 

别写了小组成员、书名以及展开的形式。 

我看了之后，发现都大同小异，要不就是 

情景剧表演，要不就是 PPT，太单调了 ， 

又缺乏新意。怎样才能更有新意呢?我给 

学生看比较成型的精彩的读书会的视 

频，学生受到了启发 ，想到了用朗读、情 

景剧表演、有奖问答、手抄报、字画展、读 

后感等多种方式进行展示。科组和备课 

组的老师又给了我很多启发，给学生推 

荐了一些展示形式，比如访谈、评书、辩 

论赛、讨论、摘抄本展示、批注赏析展示。 

交流形式方面如有雷同的，尽可能让小 

组及时调整，换形式，争取从不同的角度 

来展现所读之书及其主题。 

(四)增加内涵 

学生在确定了基本形式之后，还存 

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表演而表演，比 

如《风华岁月——邓小平传》阅读小组只 

是排了一个展现年轻时期的邓小平在巴 

黎受挫的故事的情景剧，就完事儿了。相 

对于浅层的表演来说，进人文本深度更 

加重要，所以演情景剧应该只是整个交 

流环节的一小部分，阅读要深入进去，就 

要进行批注、阅读笔记和读后感的交流， 

这样才能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在老师 

的提醒下，本组的交流又丰富了一些内 

容，有先对作家作品的介绍，然后是情景 

剧表演，之后围绕青春主题对演员进行 

采访及分享读后感，这样才相对丰富和 

充实，而且有深度。 

过程指导是最费时的部分，要保证 

每个小组的交流有层次上的推进，而且 

要环环相扣，整体成系统，内容还要丰富 

充实。在同学们准备读书会的过程之中， 

我几乎天天都要穿梭于几个小组，询问 

他们的进度，修改他们写的剧本，指导朗 

读，了解其排练进展。还要想尽办法让他 

们的展示环节过渡自然、流畅。有时候 ， 

遇到不够齐心的小组，还要给他们做动 

员工作，有的小组组织能力差，没有人愿 

意牵头，我还要进行适当的方法上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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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总之，过程很艰辛，但是，其中收获的 

成果也很大。看着他们一遍比一遍熟练， 
一 次比一次自信，一回比一回更入戏、更 

顺畅，一次比一次合作的更加默契，我心 

里也特别的激动，很有成就感。 

(五 )整体关照 

除了每个小组的排练之外，要将整 

个读书会用主题的方式串起来，还要找 

两个擅长主持的同学，能够煽动气氛，灵 

活应对。另外，我还设计了评委点评的环 

节，每个小组展示完毕之后，都有同学评 

委现场点评。还有出场同学的顺序、站 

位、PPT与讲解的同步、何时播放音乐、 

谁佩戴麦克风很多细节都要考虑到位。 

经过 3次彩排，一切准备就绪，读书 

会展示开始了。 

三、展示 

主持人：青春是雨后的花朵，绽放着 

甜美的笑容；青春是晶莹的泡沫，摇曳着 

彩色的梦。青春是奔放的河流，激荡着两 

岸的蹉跎；青春是梦幻的城堡，寄托着年 

轻的追求。拥有青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 

事情，有这样一本书，它描写的是90年 

代深圳特区学生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它的主人公同我们一样正处于豆蔻年 

华。请第一小组展示这个关于青春的故 

事。 

1．《花季雨季》交流。由一位主持人 

首先来进行有奖问答环节，提出几个比 

较细节的问题，都是有关主人公的青春 

生活的，考察同学的阅读是否够仔细。之 

后是情景剧表演，演出贴近学生生活的 

《课室铭》。最后采访“余发”的扮演者，让 

他来谈自己对“余发”的认识，通过角色 

的表演，余发的扮演者意识到青春的美 

好与易逝，更要分外珍 。同时也采访观 

众对此书的感受。同学们由此书谈及了 

自己的生活现状，看别人的故事反省了 

自己的学习态度和生活态度。 

主持人：轻轻挥别无畏的童年，和着 

青春的步伐，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寻寻 

觅觅，跌跌撞撞，而青春也因挫折而更加 

精彩。经历了青春的酸甜苦辣，你才会成 

长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请第二小组 

展示邓小平的青春。 

2．《风华岁月——邓小平传》的交 

流。首先是小组主持人由邓小平的名言 

引出了本书的主人公，之后介绍了主人 

公年轻时候的大致经历，然后上演情景 

剧《梦醒巴黎》，青年时代的邓小平也遭 

遇过很多的挫折，但他珍惜自己的青春， 

有伟大的抱负，不辜负自己的风华岁月。 

之后，小组主持人采访小演员，分别从他 

们扮演的感受、你认为邓小平是个怎样 

的人、你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什么不同角 

度来提问，小组员们围绕着青春的话题， 

谈了自己的感受。最后展示小组成员的 

读后感，包括如何看待邓小平的青春，以 

及从邓小平身上如何推己及人告诫自己 

不再挥霍青春，劝勉同学们要珍陪青春， 

守住青春。 

主持人：对于同学们来说 ，青春就在 

眼前，死亡似乎很遥远。青春是美好的， 

但有时死亡却是不可避免的。接下来展 

示的两本书也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词：死 

亡。死亡是个沉重的话题，而英国作家希 

尔女士的笔下就有这么一个 “天蓝色的 

彼岸”，它触动灵魂，感人至深。将“死亡” 

这个长远而神秘的谜压缩成一本小说， 

甚至是一则寓言。面对死亡，该如何守住 

青春，珍惜青春，珍惜拥有，珍惜你身边 

的人，这是同学们更应该思考的。接下来 

请看访谈节目——《说出你的故事》。 

3．《天蓝色的彼岸》交流。此书讲述 

的是～个小男孩去世之后，他的灵魂回 

到人间的故事。我们的设计是～个访谈 

节目《说出你的故事》。让一个主持人来 

采访主人公哈里，从中了解故事的背景 

和情节，让小哈里亲口说出自己对死亡 

的感受，以及死去之后对生命的追 及 

感悟。又采访了作者希尔，从他的口中讲 

出写此书的主旨及作者想要通过此书传 

达的意义。希尔的话给了同学们很大的 

启发，他说：“我想告诉读者，不要去畏惧 

死亡，但是要珍 生命，不要因为生活中 

的小波澜 ，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人要 



活在当下，珍 眼前。不要在失去的时候 

才开始懊悔，已经无法弥补。相信同学们 

在读完此书后会有如此领悟。 

主持人：中华的文学，有尊严和气 

节，有诗意与柔情，更有面对绝境的勇气 

与泰然。田维，正当处于最美的花季，却 

被命运判了死刑。她像一只被钉在十字 

架上的白天鹅，凄美却坚毅，苍凉却高 

贵。最后一个小组将和我们一起分享这 

个女孩的故事及作品。 

4．《花田半亩》的交流。这个是借鉴 

《子午书简》的栏目做的。主持人先介绍 

作者田维的经历，中间穿插其中的作品， 

进行有感情地朗读。最后，欣赏同学们的 

精彩批注。一个同学的读后感这样写道： 

“有时候生命是美丽的，而命运却很残 

酷 。读过《花田半亩》，田田的故事深深地 

震撼了我。生命中，我们总会有许多信念 

与坚持，对于作者田维的坚持，她对抗病 

魔时的坚强，健康时的泰然，对抗命运时 

的坚定和执着，无处不触动我的心弦。想 

到这，我们都会感到心酸。面对困难时， 

因为畏惧，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逃避和 

退缩，更何况是面对生命即将逝去这样 
一 个残酷的事实。而田田无法逃避要离 

去的命运，就像蝉无法逃避褪壳的命运 
一 般，但是她却迎接了命运的安排，无所 

怨f艮，她是怎样一个面对死亡，依然能够 

坚强到最后，面对生命的终止，依然能够 

微笑，泰然接受的坚强女孩啊!”如花般 

的女孩儿就这样走了，不由得让同学们 

感伤 ，可是 ，痛过之后，同学们对如何珍 

爱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思索。 

主持人：直面惨淡的死亡，会激发我 

们更加热爱生命，珍【昔青春。我们的读书 

交流会就快到结束的时候了，而青春也 

容易散场，就让拥有青春的我们怀揣着 

梦想，为自己努力奋斗! 

教师总结：亲爱的同学们，我特别羡 

慕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现在正 

揣着炙热的青春，你们拥有最华丽也最 

朴实的青春，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奢侈 

的一件事情。而风华正茂的你们今天在 

这里谈论了一个严肃并且沉重的话题： 

死亡。在场的同学们在欣赏小组节目时 

的激动心情，我尽收眼底，我知道大家对 

这两个话题非常有兴趣，也从你们踊跃 

的发言和投入凝神的表情看出了你们在 

积极地思考。青春和死亡总是在这个世 

界上回环往复的两个主题 ，认清死亡，是 

为了更好的生；读懂死亡，是为了更坦然 

的活着。相信今天的主题阅读所展示的 

四本书已经让大家更加明了生的真谛， 

正确看待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热 

爱青春，扬起你们青春的帆，勇往直前 

吧。 

四、反思 

此次读书会历时一个多月。在这次 

活动中，同学们几乎全员参与，有的在台 

前做主持、演员，有的在幕后找素材、做 

课件 、找音乐，连胆小的学生也得到了很 

多的锻炼。学生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登 

台表现过程中才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 

喜，参与了，他们开心了，觉得有趣，好 

玩，这样的课上的轻松 ，自己又真正做了 

课堂的主人。 

整个读书会，优点如下： 

1．从整合主题的角度人手，多本书 

的读书会便有了鲜明的主题，读书会的 

连贯性和承接眭更强，有助于学生的表 

演和讨论向深层探索，这样的读书会也 

将给学生更多启发。 

2．形式很丰富，有情景剧、有访谈、 

有朗诵、有角色模拟，每个小组的展示厚 

重不浮夸。 

3．现场点评打分很出彩，因为是即 

时评价，既能让表演者了解自己的优点 

和不足，同时也是对评价者能力的很好 

的锻炼 ，还能加深观众的印象。几个小评 

委也不负所托，语言点评的还比较精准， 

有点专业的味道，给整个交流会增添了 

笑声，活跃了气氛。 

这次读书会的影响很深远，读书逐 

渐成为学生的“必修课”。在交流结束之 

后，有的同学开始读其他同学推荐的好 

书，更多同学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广泛 

的阅读。在我的鼓励之下学生读书的热 

情更高了，许多同学办了区图书馆的借 

书卡，经常跑去借书看。 

最重要的是，同学们的生活态度更 

加积极，学习态度更加主动，有个别家长 

反映，从前比较叛逆的孩子与家长的相 

处也不再那么尖利了，圆润了很多。意气 

风发的精神面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开朗并勇于面对挫折的性格，这些是我 

们做老师的更有必要教给孩子们的。 

语文课要想活起来，就去读书，去展 

示交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