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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践＾＇

推进班级课外阅读的三种有效途径

■ 广 东深圳 市 宝安 区 海湾 中学 ／李 鑫

近几 年 ， 深圳宝安 区一直在小组 中
一位成员 负 责记录 和 录３ ． 有 交流 、 有任务 、有后续。

进行课外阅读课程化的尝试 ，
把 音 ，结束后整理出 纪要 。 经过一 为 了推进班级读书 ， 为了创设更

许多有 益的课外书籍引 人课堂 ， 学期的实践 ，

学生很喜欢这样的多的交流途径 ，
老师和 同学一起

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交流方式。 每周二和周 四 的第二在网络上开辟了博客作为交流的

所谓课外 阅读课程化 ， 指 的节课成了学生最期待的 。 因为小 空 间。 小组负责记录的 同学会定

是把有益的课外书籍引入到课堂组都是学生 自 由组成的 ，

所以 小期把读书沙龙的 纪要上传 ， 同学

教学 中 ，
通过师生共读来提升学组成员 之间都有较为 良好 的关们也能发表 自 己的读书感受或者

生的阅读能力 ， 开阔学生 的阅 读系 ， 发言讨论就变得轻松 自 如 。 阅 览 、评论其他小组的讨论。 而

视野 ， 丰富学生 的阅读生活 。 而因为有事先确定 的话题 ， 同学们老师则不断跟进 ， 布置新的 阅读

课外 阅读课程化的关键是定期布的发言就有 的放 矢 ，
平常的 阅读 任务。 以上各种 活动 的 开展 ，

将

置学生阅读
，
促进学生阅读 ，

总结也能落到实处 ， 而且往往能就书在班级的读书汇报展示中做
一个

学生 阅读。 课外阅读可 以围绕
一

中 的一些问 题碰撞出火 花 。 例如总结 。 任务驱动下的活动让学生

部作品 、

一位作家 ，
也可 以选择一 讨论三毛的作品 《 雨季不再来 》的阅读有的放矢 ，有所期待 。

类作品 。 最终
，
学生阅读的收获时

， 同学们 就三毛 中 学时 的求学二、读书批注

通过读书分享会得以呈现 。 但读 经历争论不休 ，
有 的孩子坚持认课标中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

书分享会只是课外阅读课程化过为脱离学校 的教育不现实 ，
而有 性化行为。 阅读教学应引 导学生

程中的一个亮点 ，在读书会之外 ， 的孩子则认为教 育要尊重个性 ， 钻研文本 ， 在 主动积极 的思维情

教师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 怎样让允许特殊的存在 。 从学生的讨论 感活动 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

这些工作有序 、有效 ？ 笔者将从中 ， 听得出他们思考的深入。感悟和思考 ，获得思想启迪 ，享受

以下三点来介绍 。２ ． 有检查 、有 反馈 、 有反 思 。 审美乐 趣 。 从这段文字 中
，
我 们

一

、读书沙龙每周小组的读书沙龙也是检查学认识到阅读应是一种学生主动参

“

沙龙
”
一 词原 指法 国 上 流生读书 进度 的 时候。 沙 龙开始与 的思维情感行为 ， 而要让这种

社会的一种聚会模式 ，课文 《福楼前 ，学生把书打开 ， 相互看看折起行为有所收获 ，
达到加深理解 、有

拜家的星期天 》描绘的就是这样的书页 ， 就知道读 的怎 样 了 。 学所感悟 、获得启迪的效果 ， 批注阅

的场景 。 笔者在 日 常教学 中所开生的阅 读能力 是有差异的 ， 但是 读就是
一种有效的途径。 笔者是

展的班级读书沙龙 ，
遵循下面三有了这样的检查 ，

学生的 渎书会 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批注阅读引 入

个原则 。变得更 自 觉。 检 查之后 ， 教师让学生的 日 常课外阅读中的 。

１ ． 定时间 、
定人员 、定 主题。 学生结合讨论的主题交流 ，

就是１ ． 配合材料
，

学习 批注。 为

每周两次读书沙龙 ， 每次
一个小最直接的读书反馈。 而每次读书了 传授Ｗ ：注阅读这种方式 ，

教师

组大概 ４￣ ６ 人 ，每个小组的负责沙龙之后 ， 学生需要结 合 自 己近选取 了金圣 叹评点 《水游传 》 中

人事先确定 好此次沙 龙的主题。 期 的阅读和沙龙上的交流写
一篇

“

智取生辰纲
”
一节 ，孙绍振教授

读书沙龙进行时 ， 由 小组负 责 人小小的读书随 笔作为
一 次 阅读 对于朱 自 清 《春 》 的评点 和 叶嘉

主持 ， 大 家 围绕主题 展开讨论 。 反思 。莹教授对于苏試 《江城子
？ 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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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猎》的评点 ，并把这些材料汇编关注学生
“

读到什么
”

，
也是进

一 她在阅读中发现 了 自 己 。

在一起 ，
让学生观察、学习 名家是步提升学生阅读兴趣的契机。 因３ ． 读书分享是沟通的桥梁 。

从哪些地方入手剖析作品的。 汇此
，关于读书分享会的设计和开笔者注意到课外 阅读课程化对于

编的材料既重视作品本身不 同的展
，
笔者边思考边实践 ，拟提出 以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影响是巨

文体特点 ，
也关注评点者 的评点下几点与诸位共享 。大的。 好的作品确实能起到感染

方式和语言 ， 让学生尽可能从总 １ ． 读 书分享形式注重多样启迪的作用
，
而读书分享会则是

体上把握批注 阅读方式。 通过阅性 。 以三毛作 品读书会为例 ， 有传递正能量的一个舞台 。 在三毛

读汇编材料学习 批注阅读之后
，

的学生制作 了精美 的 ＰＰＴ
， 带领作品分享会上 ，

一＾
ｈ小组借助 《雨

笔者让学生总结批注者都是从哪我们穿越时空 ，

一同领略撒哈拉季不再来》 中描述三位老师的方

些方面批注文章的 ， 学习 批注 阅的壮阔风光 ， 了解三毛与这片土式 ，用鲜活 的课件与全班一起 回

读初见成效 。地
“

前世的 乡愁
”

；
有两位学生选忆他们的初中老师

，
感恩之情溢

２ ． 配合 日 常阅读 ，训练批注。 取了 《亲爱的三毛 》 中的一篇
，
通于言表。

一个小组对应三 毛 的

本学期 ，笔者让学生围绕作家三过对话的形式让三毛与一位青年《闹学记》
， 把班级的生活拍摄成

毛展开阅读 ，
边读边批注。 每节的书信交流在现场呈现 ；有一个 一个小视频 。

一位同学读了三毛

课下课前 ， 笔者就挑选一些完成 小组选取了 《雨季不再来 》 中的给父母的书信后很有感触 ，也分

较好的学生 ， 投影他们 的批注与 一

篇 ，将其改编成
一

个小品 ，
回顾享了一封他写给父母的信 ， 他的

大家交流。 笔者还在班级一角开了三毛难忘的童年生活 ；
还有

一

母亲 当天 就在现场 ，
很受感动。

辟
“

荐书 台
”

，
让学生从读过的书位有心的学生收集了 三毛生前的读书分享会是师生沟通 、生生沟

里选取精彩篇 目 或章节进行批电话录音 ， 并结合三毛朋友对她通、家校沟通的桥梁 ，
意义已经超

注 ，并附上书影 ，做成精致的小海的评价 ， 给我们展示了 一个立体越一堂普通的语文课。

报 ，张贴在
“

荐书 台
”

。 有了这样的三毛 。 心有多大 ， 舞台就有多日 常所开展的读书分享会不

一＂

ｆ

＇

小小的平 台 ， 学生便有 了展大 ，读书分享的出 发点 就是让学 应以 功利性阅读为 目 的 ，
而要 以

示的空间 ， 读书批注也变得更加生动起来。读书、分享 、交流碰撞等方式使阅

细致认真。２ ． 读书分享注重个性 。 接受 读成为
一

种生活 的必需 ，

一种人

３ ． 配合读书分享会
，
交流批美学认为 ， 阅读作品是指与读者生的乐趣 ，

一种成长的方式 。

注。 班级阅读活动的开展 以月 为构成对象性关系 的东西 ， 已经突课外阅读课程化是一种有益

单位 ，每个月 结束后 ，笔者会把所 破了孤立的存在
，
融会 了审美主的尝试 ，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更是

教的两个班的学生聚在一起 ，
开体的经验、 情感和艺术趣味 。 因 一件费工夫的事情。 但只要对学

一＂ 读书分享会 。 在分享会上 ，
此

，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
，
尊重学生有益 ，

只要学生喜欢 ，老师就应

每个小组会把小组成员所做的读生个性化的文本解读是读书分享该坚决地推进 。 读书沙龙 、 读书

书批注编在一起 ，
小组、班级间相会的一个要点 。

一位平常非常 内批注 、读书展示三个环节是笔者

互交流阅读心得 。向 ，很少说话的女生在读书分享在不断的实践 中摸索 出来的 ， 历

三、读书展示会上谈了她对三毛所写 的 《周经三届学生 的阅读积累 。 这三届

上文提及班级读书会是按月末》
一文 的感受 。 她说 自 己是

一
一路读书过来的学生 ，大多 中考

开展的 ， 每个月 的读书分享会成 个很喜欢独处的人 ， 每
一

个周末 语文成绩很优秀 ， 阅读写作能力

了学生展示阅读成果的舞 台 ，也和三毛所写的差不多 ，
把 自 己关也明显高于其他班级的学生 。

成为师生共读 、家校共读的一个在房间里画画 。 接着 ，她展示 了总之 ， 初中是每个人一生 中

交流平台 。 每个月 的读书 分享 许多画作 ，其中有简单的素描 ，有的黄金阅读期 ， 让学生在这期间

会 ，
学生、老师及部分家长代表都淡雅的水粉画 ，

还有制作复杂的多读书 、读好书应成为每一位语

会参与其 中 ，
通过多种形式分享版画 。 全班的 同学都为之惊叹 ， 文教师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

阅读成果。 读书分享会是班级课因为大家平常都没有意识到这个

外阅读的总结升华 ， 其意义在于 女生有这方面的天赋。 可 以说 ，（ 编辑 ： 常 白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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