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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秋季，全国数百万中小学生开始正式使用

部编本语文教材，《西游记》也第一次被收入教材的

“名著导读”中。如何有效地引领学生开展《西游记》的

阅读？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
审视当前课外阅读的内容和效果，我们发现，课

外阅读呈现“过程冷、结果热”的发展态势：课外阅读

的总结汇报活动精彩纷呈，阅读的中间过程却往往少

有人关注，不少教师对学生的阅读过程缺乏指导，甚

至毫无作为。另外，当前大部分省市、地区对课外阅读

也通常采用大规模标准化考试作为主要的评价方式。
这些评价方法与工具过于聚焦学生的阅读成果，却并

未对如何取得这些阅读成果，或经受了怎样的阅读失

败这一过程进行仔细分析，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见图 1）。

（图 1）

（图 2）

综观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教师有必要在指导学

生阅读《西游记》的时候，将评价前置于阅读过程中，让

评价有利于督促学生阅读甚至成为纠偏的依据，将评

价引领和促进阅读的功能最大化（见图 2）。

一、凭“调查问卷”作诊断性评价，测评学生

阅读的起点

在阅读的起点，我们以调查问卷测评的方式开启

课外阅读过程性评价的序幕，用最佳的方式在最短的

时间内获取学生对所要读的书籍的态度，从而了解他

们的真正需求，让教师在引领学生课外阅读的过程中

找准方向，少走弯路。
《西游记》读前调查问卷测评，全卷共十四道题，

七年级共 488 名学生参与了问卷的调查。整理调查结

果时，有几个数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中喜欢《西游记》的达到

100%，而读过原著的学生只有 5%。显然，学生了解《西

游记》的途径大部分是动画片和电视剧。愿意跟着老

师读《西游记》的学生仅占 43.94%，其余学生纷纷留

言：“西游记的故事我们全都知道，没必要再去看原著

了。”还有的提了委婉的建议：“愿意跟随老师去读原

著，但书里有很多难读懂的内容，希望老师能想点办

法让我们提起兴趣去看书。”
基于阅读起始阶段的这项“诊断性评价”，我们

清醒地意识到，引领学生阅读《西游记》和读其他名

著的最大区别在于：学生对《西游记》的情节是“熟

悉”的，对书中的主要人物更是“耳熟能详”。如果仍

像以往那样，单纯布置读书任务，让学生从第一页开

始一页页推进阅读，势必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在《西

游记》这部名著面前，学生不是一张白纸，他们从小

到大都在从各处接收关于《西游记》的各种信息；通

浅谈《西游记》阅读中实施过程性评价的策略
筅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实验学校 谢红卫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育研究课题 “课外阅读过程性评价实践研究”（立项编号：GDJY—2015—A—
b180）； 广东省深圳市教育科研规划科研专家工作室专项课题 “大范围推广课外阅读的策略研究”（批准号：

kyjz201626）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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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断整合再加工，他们早已对《西游记》形成了特

定的认识，随着成长不断印证，这些认识已经顽固地

印在了学生的脑海里。因此，想用“新的内容”去取代

学生脑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印象，就需要采取更加有

效的阅读引领策略。

二、借“思维导图自我督查促读表”引领学

生走进阅读

在明晰了学生的阅读需求之后，我们确定了课外

阅读过程性评价开展的第二步，采用画思维导图的方

式，引领学生走进《西游记》。
首先，师生共读：师生用一节课的时间一起读《西

游记》一至八回，学生边读边画思维导图———以出现

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为主线。
其次，对比商讨：仅仅简单地知道每回故事的结构

及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学生还不足以娴熟而准确地

将“知道的”转变成“画出来的”。教师先出示两名学生

画的思维导图，学生通过对比及讨论，认为学生乙画的

思维导图能够更简练、清晰地体现书中的主要内容。
学生甲的思维导图：

石猴→和群猴在一起→发现水帘洞→石猴探

洞→石猴登王位→学长生

坭得名“孙悟空”
不老→遇樵汉→菩提祖师→学会七十二般变化

坨学会筋斗云

学生乙的思维导图：

坭得名“孙悟空”
→ → → →

坨学会筋斗云

石

猴

发现水帘

洞登王位

寻长生

之法

菩提

祖师 学会七十二般变化

同时，师生根据共同商讨的内容形成了“思维导

图自我督查促读表”，学生依照这个促读表的要求，继

续阅读《西游记》并完成思维导图。

箭头和符号

思维导图的分支通常是放射式层级的。
①主干箭头要鲜明一些，线条可以粗一些，前

后要始终保持一致。
②分支可以用其他样式表示，但也要注意前后

保持一致性。

内容要求

1.思路走向：以故事发展为整个思维导图的思

路走向。

2.主要内容：以出现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为

主线。

3.情节概括：尽量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主要事

件。

创意体现

1.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色彩。色彩不要太杂，

注意颜色之间的协调性。

2.可以画上你喜欢的图像。
（1）注意所画图像最好与思维导图中的内容有

关系。
（2）如果所画图像只是有助于美化思维导图，

要注意不要影响或冲击思维导图的主题体现。

一个令人惊喜的情景出现了，《西游记》成了学生

最想读的书，画思维导图成了学生最想做的事。思维

导图自我督查促读表也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他们自觉

地对照着此表进行阅读和思维导图创作。这份评价表

因具体到操作层面，实用性强，很自然地成了学生阅

读过程中自查纠偏的必备工具。
对于学生来说，《西游记》在他们眼中有了新的吸

引点。学生们渴望将《西游记》的内容创作成一幅由一

张又一张 A3 纸粘贴而成的大大的思维导图，他们乐

于为从小喜爱的《西游记》展现自己的创意。

三、用“问题新发现记录表”点燃学生阅读

过程中思考的火花

在师生共读到五十回左右，很多学生开始提问题

了。因为当他们把《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一个个梳理

到思维导图中时，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就

赫然地出现在他们眼前。为了捕捉到学生思考的痕

迹，外显他们的阅读思维，我们顺势给学生下发了一

份“问题新发现记录表”：

问题新发现记录表

班 级 姓 名

请写出你发现

此问题的回目。
阅读前你是

怎样认为的？

阅读后你有了

怎样的新发现？

你发现的问题是

否得到了解决？

思维导图自我督查促读表

思维导图要点 具体标准

工具准备

1.A3 白纸 3 张（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使用张数）。
注意：纸张横着使用。

2.黑色笔和彩色笔。

3.透明胶。要求在纸张的背面粘贴，不影响思

维导图的整体完整性。

阅读教学
Y U ED U JIA O X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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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量表，学生的阅读思考痕迹得以清晰地展

现出来：“孙悟空在取经之前非常厉害，能大闹天宫，为

什么取经之后的孙悟空连小妖怪都打不过呢？”“为什么

唐僧那么容易相信别人甚至包括那些妖怪，却唯独不相

信孙悟空呢？”学生甚至发现，《西游记》在前后情节上似

乎存在着一些矛盾和漏洞，如“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

卦炉中被烟熏成火眼金睛，七七四十九天都没事，为什

么差点被红孩儿的一口三昧真火烧死呢？”……
显然，学生思考的火花已被点燃，探究的欲望已

然被激发。学生此时的积极情感体验已经对阅读产生

了极其正面的影响。

四、以“小论文互批评价表”固化并深化学

生阅读过程中的思考

阅读过程中一个又一个新发现，激发了学生阅读

的兴趣和探究的热情，学生渴望寻求答案，也渴望表

达思考。要把学生这些有价值的思考沉淀下来，促使

学生主动地把头脑中的问号转化为句号，需要我们教

师再次跟进，采取更为有效的评价策略。基于学生的

阅读现状，我们引入了小论文的方式。
首先，我们印发了《〈水浒传〉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倾

向》《一头失控的江湖怪兽———李逵形象新说》两篇文章，

一方面让学生通过阅读，直观地了解小论文的基本结构；

另一方面，让学生讨论这两篇文章的立意与他们发现

和思考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学生立刻总结出：这两篇文

章立意更深远，分别联系了社会现象和人性特点来谈，

而自己的思考却只停留在《西游记》浅显的内容表面。
明白了阅读思考中的不足，学生开始渴望知道自

己的发现点是否有价值以及如何拓宽并提升自己的

发现点。“头脑风暴”在课堂上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例

如有一个学生提出：“我觉得金角、银角大王很有孝心

啊，他们抓到唐僧后，就差两小妖去请老母吃唐僧肉。
我想写这方面的论文，可不知道怎么去写。”一石激起

千层浪！马上有同学站起来帮助他补充事例：《西游

记》第一回中出现的樵夫也非常孝顺，有的学生帮他

想题目《妖怪也有优点》《浅析“孝”在〈西游记〉中的体

现》……老师再引导他们在几个题目的选择上展开辩

论，在争辩中明确如何确定论点。这样的课堂完全是

以学生自己渴望解决的问题为切入口，以分享与讨论

的形式去挖掘各种有用的信息，形成思路，从而拓展

了学生的思考和想象空间，集思广益，诱发集体智慧，

激活学生的创意与灵感，帮助他们捕捉并仔细琢磨阅

读过程中产生的想法和感受。
小论文的初稿很快写出来了，老师将“小论文互

批评价表”发下去，让学生互相批改，并根据量表给对

方提出修改建议。
学生在斟酌如何给对方评定等级和提出恰当建议

的同时，也于不经意间对自己的小论文进行了重新的审视。
趁热打铁，学生在得到别人的建议、有了自己新

的思考的基础上再次动笔写第二稿。此时，学生的写

作热情空前高涨。两个班学生中，在原文基础上进行

修改的有 38 人，有了新的思路重写的有 51 人。
第二次交上来的小论文在质量上明显有了很大

的提高。在思维火花的碰撞中，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

验被激活，再加上新思考点的注入引起了认知上的冲

突，学生的思维已经不再囿于名著本身的写作顺序，

开始懂得将横向、纵向、前后联系起来，甚至能够俯视

名著，联系社会和现实去思考，论文思考的触角向思

维更深处延伸！从《西游记》内容生发出来的思考有：

《为什么孙悟空破坏不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妖怪战

小论文学生互批评价表

班 级 小论文作者 评价人姓名

项 目 提炼观点方面的评价指标 所选事例方面的评价指标 主题提升方面的评价指标

等 级 等级Ⅰ 等级Ⅱ 等级Ⅲ 等级Ⅰ 等级Ⅱ 等级Ⅲ 等级Ⅰ 等级Ⅱ 等级Ⅲ

等级参考

指标

没有明确的

观点。
观点含含糊

糊、模棱两

可。

论 点 鲜 明 ，

字里行间体

现作者的倾

向性。

论 点 鲜 明 ，

字里行间体

现作者的倾

向性。

事例较能论

证 观 点 ，但

事 例 少 ，论

据不充分。

事 例 充 分 ，

论据与论点

统一。

主题不鲜明。主题比较鲜

明。
联系社会现

象或人性特

点阐释观点。

等级评定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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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江苏高考语文试卷的“语言文字运用”考
查依然使用选择题，分值仍旧是 5 道题目 15 分，每小

题 3 分。江苏高考的语言文字运用，涉及成语的选用、
比喻修辞手法的判断、对联悬挂、衔接连贯及漫画与

诗句的吻合。

一、重视成语或词语运用的背景选择

在语言文字运用的考查中，江苏卷始终把对成语

或词语的考查放在第一位。所不同的是 2016 年考查一

对成语和两对词语，即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机敏/敏

锐、焦躁/浮躁。而 2017 年考查的是三对成语，即精益

求精/励精求治、耳目一新/刮目相看、美不胜收/数不

胜数。我们看———
1．在下面一段话的空缺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

的一组是（2016）
人人都希望自己 ，却很少有人能沉静下来用

心对待生活。其实生活很 ，你是不是诚心待它，它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你越 ，越想得到，距离目标就

越远；你努力振作，默默耕耘，惊喜往往就会悄然而至。
A．与众不同 机敏 焦躁

B．与众不同 敏锐 浮躁

C．标新立异 机敏 浮躁

D．标新立异 敏锐 焦躁

1．在下面一段话的空缺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

的一组是（2017）
刺绣画艺术，就是以绘画为稿本，以针黹、缣帛为

绣材的艺术再创作。在其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无数绣

娘以 的工匠精神，创作出令人 的作品。它们

或如摄影写实，或如油画般立体，或姿态婀娜，或设色

古雅，可谓争奇斗艳， 。
A．精益求精 耳目一新 美不胜收

B．励精求治 刮目相看 美不胜收

江苏近两年“语言文字运用”的命题取向
筅江苏省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焦 娇

力评比》《菩萨心肠》《强大又可怜的孙悟空》《众里寻

他千百度———唐僧作为取经人选的原因分析》《论沙

僧的作用》《浅析小白龙加入取经团队的前因后果》
等。联系社会现象和人性特点进行思考的有：《浅析

“孝”在〈西游记〉中的体现》《由“唐僧肉”到“长生不

老”看人生目标的实现》《论颜值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原来都是一场戏》《从孙悟空百年孤独看人生磨炼》
《论“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思想在〈西游记〉中的

体现》《浅析〈西游记〉中的尊师意识》《免死———有后

台的妖怪》《孙悟空———强者的背后》《浅析〈西游记〉中

各种不同的爱情观》……
学生这些令人惊喜的作品的呈现，让我们真正感

受到了过程性评价在课外阅读中的价值。在阅读过程

中，学生逐渐习惯将持续性评价视为完成阅读的一个

自然、有意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利用评价的

指标了解自己的进步、评判自己的得失、监控自己的

发展，也就清楚了自己处在什么阅读程度、还有多少

努力的空间、接下来怎么做才能有所提升……他们逐

渐内化评价的标准，明晰自己的弱点和长处，快乐地

阅读着，积极地思考着，更令人欣喜地进步着。
我们就是这样巧妙地把过程性评价融入到《西游

记》阅读的过程中，紧贴学生阅读思维的延展路线，摒

除浮躁无用的形式，以学生为中心，借助填调查问卷、
画思维导图、写小论文同时巧妙融合促读评价量表等

形式跟进阅读，不仅评价学生不断靠近标准的进步过

程，而且天衣无缝地将课外阅读与评价实践连接起

来。由此，评价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界定学生

阅读的结果，而是转向调整、促进学生的阅读，评价与

阅读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转化，从而有效地提高了

课外阅读的效率和质量。

考试指南
K A O SH IZH IN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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