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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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多种类 型的读书会探 索 。比如 ：不 同容量 (一 

本书 、多本书、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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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极力倡导校内的语文教 

研活动也 以读 书会 为主 ，让更 多教 师能够认识 到 

读 书会 的意义 ，共 同探讨 开 展策 略 ，并鼓 励教 师 

大胆尝 试 。 目前 ，全 区有 60多所学 校 、500多位 

教师 、7万 多名学 生共 同融入 读 书热 潮 中 ，形成 

了“人人 争说读 书会 ，个 个争上读 书会 ”的 良好局 

面 ，有力地 推进 了区域 性 的整体 阅读 活动 。 

我们立 足“课外 阅读课程 化”的理念 ，以读 书 

会 为抓手 ，扎 实 、全 面 、系统 推 进课 文外 阅读 ，具 

体表 现在 课 内化 、教学 化 、系列 化 、活动 化 、评价 

化 五个 方面 。 

一

、课 内化 

我们所 说 的课 外 阅读特 指 “课文外 ”阅读 ，与 

一 般所 理解 的“课 堂外 ”阅读 的概念 不 同。课外 阅 

读 既然具有 与教材 同等的地位 ，就不能 弃之 于课 

外 ，而应 登堂入室 ，引入 课堂 。课外 阅读的起点不 

能简单地理解为课外先行 ，而应该从课堂开始 ， 

由课 堂向课外延 伸 。在学 习的硬性保 障一 课 时 

安排 上 ，我们 实行 “三三 制 ”，即课 文阅读 教学 、课 

外 阅读教学 、写作教学 三分天 下 。以一个 学期语  

文课 100课时计 算 ，课 外 阅读教学 至少 要 占 30 

个课 时。宝 安 区各学校 已将每周一节 阅读课列入 

课 表 ，部 分学 校甚 至 每周设 置 两节 读 书课 ，以期 

在校 内给学生 提供 良好 的读 书环 境 ，营造 浓厚 的 

读 书氛围 。我 们还提倡 课外作业 以阅读 为 主 ，少 

做 练习 ，多读 书 ，建 议一 周 有 2～3天不 布置 书 面 

的家庭作业 ，只读书。现在，宝安区的寒暑假作业 

也 以读 整本书为 主。 

二、教学化 

教学是有 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 的教与学的 

统一活动，课外阅读教学活动也是如此。但很多 

教师却片面地认为 ，课外阅读就应该由学生 自己 

“说了算”，即便搬 到课内进行 ，最多也只是提 出 

要求而 没有具体 的推进措 施 ，将课外 阅读 活动定 

位为 “自组 织 ”的放 养状态 ，从 而导致一 些读 书活 

动开展 不顺 利 ，效 率不高 。这在很 大程度上 是 由 

于教师 缺乏读 书活动 的教 学意识 ，单 纯依靠 学生 

的“学”，而取消 了教 师 的“教 ”。其实 ，带领 学生读 

书需要 进行精心 的教学设 计 ，特别是 要在 阅读过 

程 的科学 指导上 备足课 。因此 ，我们 甚至要求 教 

师应该 以 “比对 待课文 教学设计 更认真 的态度 ” 

对待读 书活动设计 。比如 ，组织班级读 书汇报会 ， 

从小 组选 书开 始 ，到选 择汇 报 内容 、确 立汇 报形 

式 ，再 到 进行排 练 和正 式汇 报 ，这一 系 列 的流程 

都要在教师指导下完成 ，在学生较为熟悉之后 ， 

才逐渐 放手让 学生 自行 组织开展 ，以教 师为主导 

发展为以学生为主体 ，体现学生的 自主性和创造 

性 。 

因此 ，备课 组 的第 一要 务 是 ：应 该 在读 什 么 

书 、怎么读 、如何 推进 ，以及如何 给予学生 指导 上 

下 工夫 ；探究 在读书 推荐课上 如何触动 学生 的内 

心感 受 ，激发 阅读 兴趣 ；在 读 书指 导课 和读 书 交 

流课 上如何 呈现 阅读 成果 ；等 等 。为了让学生 更 

好地 读书 ，备 课组还凝 聚集体 的智 慧和力量 ，如 

补充 一些经典 书 目作 为阅读 的辅助材 料 ，收集 文 

本解读 的论 文给教师参 考 ，提供 示范课 例及其 视 

频供教 师学 习借 鉴 。在 备课组 会议上 ，请 开展过 

读 书会 的教师讲 经验 ，谈做法 ，共享 资源 。在教学 

设计 中 ，还考 虑怎 样 获得 家长 的认 可 、支持 甚 至 

是参 与 。石 岩公学建 议家 长和学生共 读 些 回 

不 去的年少 时光》，并邀 请部分 家长参加 读书会 ， 

共 同交流 ，效 果就非 常好 。读 书活动涉 及课堂 内 

外 、校 园 内外 ，需要 学 生 、教师 、家 长形 成读 书共 

同体 ，为 营造 良好 的阅读大环境创 造条件 。 

作为 区域性 的读 书推进 活动 ，我们 还尽 可能 

将活动方案共建共享 ，将每次读书会积淀提升为 

读书会资料汇编及实施流程等资料 ，使后学者获 

得较为具体明确的参考借鉴 ，减轻教师教学设计 

的负担 。 ． 

三、系列化 

阅读书 目的推荐是非常重要的，要认真研 

究。教师个体所推荐的书 目，往往受个人阅读经 

验 、阅读视野的限制 ，在推荐 的广度 、深度 、兴趣 



值 上会产生 一定 的局 限性 ，很难满足 现代学 生 的 

阅读需求 。 

为此 ，我们 研究 了大量 中学 生 阅读 推 荐 书 

目，还分别 针对学生 、家长 、教 师设计 并发放 了三 

种 课外 阅读 情况 问卷 调查 表 ，共 计 9千 多名 学 

生 、8千 多 名 家 长 、l60多 位 教 师 填 写 了反 馈 意 

见。经过问卷调查和精品提炼之后 ，我们在学生 

认知 规律和 阅读心理 的基础 上 ，按 照 由浅入 深 、 

由感 性 到理性 、循 序渐 进 的原则 ，根据 七年 级 到 

九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梯度 ，推出了相对确定又 

有一定 开放性 的宝 安区初 中生 阅读推荐 书 目。这 

份相对 确定又 开放 的书单 ，既提 出 了阅读 的基本 

要求 ，又 留给师生选择 的空间 。总 的来 说 ，在 书 目 

推 荐 中 ，鼓 励七 、八年 级 多读 诗 歌 、小 说 ，八 年级 

兼 读传记 ，九年级 侧重散文 。 

推荐 书 目要把 握好三个 原则 ，即读物要 高于 

学生 ，适 合学生 ，注意差异性 。 

1．高于学 生 。指 不俯 就学生 ，所选 的文学 作 

品 的思想 意 义和艺 术 价值 要高 于 学生 的认 知水 

平 。许多 文学名著 的阅读是 需要教 师指导 的 ，不 

然 ，学 生可 能永 远与 这些 有一 定 难度 的读物 无 

缘 。 

2．适合 学 生 。指 必须符合 学 生 的认 知 水平 ， 

如畅销 书《哈利 ·波特》 些 回不 去 的年少 时光 》 

等，都可以推荐学生阅读 。 

3．注意差异性 。指 阅读 书 目的推荐 要注意各 

种阅读差 异 ，比如 年龄差 异 、性别 差异 、程 度差异 

等，不宜简单划一。例如 ，白落梅的作品可能较适 

合女生阅读 ，而男生可能更喜欢《狼图腾》等作 

品 。 

附 ：宝安 区课 外阅读推荐 书 目(部5-)-) 

七年级上学期课外阅读 

必读 I：《格列佛游记》《伊 索寓言》《繁星 · 

春 水》。 

必 读 Ⅱ：《最 关的诗 ：三 月 ，有人 呼唤 我 的名 

字》(江苏文艺出版社)、《青铜葵花》及 曹文轩的 

其他 作品 。 

选读 ：《中国新诗 (1916—2000)》(张新颖编 ；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顿野生动物故事精选》(西 

顿 )、《小王子》(圣埃 克 苏佩里 )、《狼 图腾 》(姜 

戎 )、《窗边的小豆豆》(黑柳彻 子)、《哈利-波特》、 

《纳尼亚传奇》、《橡树上的逃亡》(丰拜勒)、《永远 

讲不完的故事》、《毛毛》(恩德 )。 

(必读 I是教材 推荐 ；必 读 II、选读是 建议学 

生阅读 ；教师可根据学生实际自行推荐。) 

九年级 课外 阅读 

必读 1I：《目送》(龙应台)、《守望的距 离—— 

周 国平散文集》、《我二十一岁那年》(史铁 生 )、 

《遥远的村庄》(刘亮程 )、《张晓风经典作品》、《林 

清玄散文》、《余光 中散 文》、《毕淑敏散 文作品精 

选集：幸福的七种颜 色》、《槭树 下的家》(席慕 

蓉 )、《王 小妮散 文——侦 听与诉 说 》、《灵魂 潜 入 

向 日葵》(鲍 尔吉·原野)、《迟子建散文》、《母心佛 

心 》(琦君 )。 

选读 ：《生活十讲》(蒋勋)、《寂寞圣哲》(鲍鹏 

山)、《史铁 生散文》、《风雨阴晴：王鼎钧散文精品 

选》、《千 山独行》(卞毓 芳)、《流水不 回头》(陈 

染 )、《旷代 的忧 伤》(林 贤 治 )、《成年 礼 ：筱 敏散 

文》。 

四、活动化 

我们 开展课 外 阅读教学 的探索 有一个 过程 。 

初期 ，主要以课堂上读书来推动阅读。再进一步 ， 

采 取组织 学生写读 书摘 抄 、读 书批注 、读 书笔 记 、 

读后 感等方式 促进 阅读 。随着课外 阅读教学 的深 

入开展 ，我们认识到要将课外阅读活动化。 

阅读虽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但是读书同样 

需要分享 ，需要团体力量来推进 。这样更能激活 

思维 ，让阅读者和分享者擦碰出智慧的火花和灵 

光 ，将阅读挖掘到更深层次 的境地 。读书交流会 

就是通过活动 、参与 、争鸣的方式来展示阅读成 

果 ，并 引导学生 爱上 阅读 的最佳方 式 。 

我们 认 为 ，读 书会 不 应 以功 利性 阅读 为 目 

的 ，而要以读书 、分享 、交流 、碰撞等方式使阅读 

成为一种生活的必需 ，或一种人生的乐趣 ，给其 

成长带来正能量。因此 ，课外阅读活动没有固定 

的形式 ，应该多样化 、创意化，凡是可以促进学生 

热爱 阅读 、享 受 阅读 的活 动形式都 可 以尝试 ，如 

朗诵 、辩论 、读后感交流、情景剧表演、电影配音 ， 

等等。 

从课外阅读活动的实施效果来看 ，其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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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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