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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导读课教学策略
——以《乡土中国》《论语》为例

潘　杰

（广西南宁市第二中学，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整本书阅读是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途径，整本书阅读教学能够充分运用整本书中文学文化资源，在实施整本书阅读教学

的过程中，要区别课内文本和整本书文本特征，要抓住整本书的主题及内容，上好导读课才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加学生的阅读量，

丰富学生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方法。基于整本书阅读的整体性，延展性，设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导读课，使完成整本书教学策略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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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是语文素养养成的重要途径，读《论语》《孟子》

等古籍汲取古人的智慧，传承传统文化，读《红楼梦》《呼啸山庄》

《平凡的世界》等小说著作看人间百态，思考人生方向。读《乡

土中国》《时间简史》等学术著作，涉猎专业知识，提升思维品质。

读经典作品，提升阅读能力，涵养内在品质，拓宽思维的长宽高。

新课标要求整本书“语言典范，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

和文化价值”。这种阅读“ 旨在拓展阅读视野，建构阅读整本书

的经验，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入学习和思考，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由此可知，选入高中整本书书目的作品通常是文化价

值及思想价值的统一，那教师就有必要引导好学生认真阅读这些

作品，汲取其中的价值。

然而，在中学整本书阅读指导中，教师缺少有效的阅读指导，

学生缺乏阅读兴趣和阅读方法，造成整本书阅读推进困难，阅读

效果不甚理想的现状。那么，教师如何发挥“导读”的作用就尤

为重要。“导读”设计要有整体观，不仅要从内容上选出学生初

步接触文本的经典片段，还要根据整本书的文体特点，对阅读方

法进行指导。

一、立足主题内容，以导“带”读

整本书阅读导读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读”。因为正本书

阅读需要考虑整体性，“整本书阅读导读课要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以课堂内容关联文本整体内容，带动整个阅读过程。”所以，“导读”

需要首要考虑向学生介绍这本书“写了什么”。当然，我们不能

从资料中简单把追做介绍和作者简介照着读即可，这没有发挥“导”

的作用，不能称之为“导读”。在导读课中我们选择的内容是基

于整本书的经典片段。如：《论语》关于“仁”的十则对话，《乡

土中国》的几个核心概念。因为，“仁”是《论语》全书的思想核心，

在导读课中让学生从“仁”开始进入论语，一则在整本书阅读的

时候有意识的把有关于“仁”的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关注和理解。

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在理解“仁义礼智信”中其他思想建立基础，

从而更好地把握相互关系。理解《乡土中国》的相关概念是读懂

全书的一个基础，所以导读课带着学生对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

概念进行阅读和分析，让学生在真实的阅读体验中去理解“相关

概念”，而不是在冰冷的简介中去“遥感”概念。

二、借助思想价值，激发兴趣

导读课的教学目标就是将教师的“导”，转化为学生对文本

的阅读。因此，要发挥导读课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的作用。经典

作品通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作品中的理论或思想对我们当下

的生活，学习，思维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经典的意义就在于人

们常常生活运用之却不自知，这就是经典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在设计导读课的时候可以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让学生认

识到经典的价值无处不在，反过来也更乐于在文本中去探寻当下

我们为人处事的文化心理所对应的理由。如：《论语》导读课设

计中小学生之问，大学生的人生选择等都是与高中生密切相关的

问题。《乡土中国》导读课中，人们熟悉的林黛玉进贾府的片段，

竟然可以用“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来诠释；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爱

种菜的人群，生活中处处可见如此现象，我们很少有人思考过原因，

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却把这些现象研究出来，归结为中国人的

“乡土性”。这种熟悉又陌生，既生活化又深藏理论和哲思的“巧

合”，正是最容易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的着眼点。

三、依托文体特征，指导方法

不同文体的作品，对应不同的阅读方法，导读课上要适当介

绍方法，让学生咋读作品时有法可依。《红楼梦》是小说，导读

中抓住其经典情节或人物形象就可以作为“导”的一个依托。同

样我们在文体上也给《论语》《乡土中国》进行定义，《论语》

是古代语录体散文，《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学术著作。对于论语

学生初中学过论语十则，对基本的文学常识是比较熟悉的。古文

阅读，难度较大，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字层面的阅读障碍。涉及的

是对重要实词的掌握，翻译原则，我们可以借助前人名家对《论语》

的注译来理解文本意思。《论语》解读版本有很多，可以介绍这

一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朱熹、杨伯峻、鲍鹏山、钱穆的注译，

把这些当作工具及参考来运用。其次是对阅读内容的理解，如“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翻译的层面讲，很容易做到理解句意。但是，

学生是否理解其思想内涵及思想价值时，就需要联系生活实际，

联系自己的经验去理解，这是阅读《论语》整本书都需要用到的

方法，就应该在导读课时做好“示范”。《乡土中国》是学术著作，

阅读难度也很大，利用思维导图做好示范。整本书都贯穿着思维

导图这样一个方法，那么导读课重点就是对思维导图这一阅读方

法的“示范”。其次，理解关键概念需要链接经验，学术著作理

论强，概念通常较为陌生难懂，链接相关经验就极其重要。同时，

学会读序言后记，使学术类著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于所有整本

书而言，都要考虑精读略读的方法，导读课的读书方式自然以精

读为主，精读可以丰富学生的阅读经验，为学生精读其他部分提

供方法，略读部分则梳理好文章内容即可。

总之，整本书阅读是整体性极强的一个课题，无论是导读课

的设计，还是阅读过程中的方案设计，阅读结束后的评价方法都

要考虑到整本书主题、思想价值、文化意义、文本特征等相关的

内容。导读课要充分发挥“导”的作用，要做好科学的设计，以

导带读，有点及面，让学生顺利开启整本书阅读的美好体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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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课教学设计案例一】

《乡土中国》导读课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 借助序、后记，知人论书，感知《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

研究对象、主要内容。

2. 联系现实生活和已有知识，理解《乡土中国》的重要概念，

总结链接经验的读书方法。

3. 浏览全书，初步建立篇章联系，制作思维导图，理解学术

著作整本书阅读的价值及意义。

【重难点】把握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借思维导图表达出来。

导入：展示二组思维导图  《非暴力沟通》心理学著作 《课

程与教学论》教育学著作 

一般情况下，专业著作都有明确的写作思路，严谨的思维逻辑。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部社会学著作，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教学活动一：读懂序记，明确问题

课前准备：结合学案阅读序言、后记，教学活动一主要是学

生预习成果检测。

问题 1：说说你了解的费孝通和《乡土中国》。通过阅读序

言和后记，提取 5 个关键词（词组），概括《乡土中国》的写作

背景、体例、研究对象等。

（1）费孝通简介

（2）《乡土中国》关键词：①小册子②四十年代后期③西南

联大和云南大学④乡村社会学 ⑤十四篇文章

问题 2：从序言中圈点勾画出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学术著作一般写作思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

《乡土中国》提出核心问题：“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

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小结：阅读序言、后记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一部著作的写

作背景，研究对象和主题。

学习活动二：链接经验，理解概念

1. 链接经验——生活实际

(1) 展示两组图片：

①妈妈的楼顶种菜图 、学生的泡沫箱种菜图 、饮料瓶种菜图。

②《中国“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可在月球背面“种菜”》《中

国维和部队在非洲种菜获丰收》《中国医生首次在南极种出蔬菜》

新闻截图 。

小组讨论：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种菜，用你的理解来解释。

引导重点：喜欢和擅长种菜并非仅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特质，

而是群体的选择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习惯，原因还要从社会传统中

去找。

(2) 教师从《乡土中国》中找到理由，给出回应。

学生齐读原文：“从基层上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 ”——《乡土中国》第一章《乡

土本色》

小结：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与土地密不可分。

2. 链接经验——文学作品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

边坐下，因笑道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 !

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红楼梦》第

三回

王熙凤为什么强调林黛玉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更像是嫡亲

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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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人物关系，中外产生不同的称呼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中国人对亲戚之间亲疏远近要把握得如此清楚？学生回答，

教师评价并呈现《乡土中国》中的内容，给出对此问题的回应。

学生齐读：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我们不妨称

之为团体格局。——《乡土中国》第四章《差序格局》我们的格

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

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乡土中国》第四章《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 水波纹 同心圆 蜘蛛网状 

小结：“差序格局是社会关系中，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

样推及开，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且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格局，

且它随自己所处时空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圈子。”

3. 链接经验——所见所闻

讲述于令仪放走小偷，小偷受到感化，后来终于成了良民的

故事。

于令仪对待小偷的做法与现代社会中对待小偷的做法有何不

同？为什么？

学生齐读：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人服礼是主

动的。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礼治社

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乡土中国》第八章《礼治秩序》

小结：礼治社会是人们在教化中养成了敬畏之感，主动服礼

的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护的秩序，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教学活动三：研读目录，关联篇章

问题 1. 根据提要，讨论 14 篇论文分别从哪些角度围绕核心

问题进行论述。

提示：分角度可以考虑找相似点合并同类的方式进行，大致

每 3-4 章构成一个角度。

课前准备：浏览全书，了解各章节的大致内容

课前准备：浏览全书，了解各章节的大致内容

根据提要，讨论 14 篇论文分别从哪些角度围绕核心问题进行

论述。

明确：社会性质人际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统治（道德、秩序）

社会变革（1）各小组呈现讨论结果，综合意见全班共同构建思维

导图（2）各小组代表上台将各章节标题贴在黑板上构成章节思维

导图。（3）对照思维导图小结《乡土中国》思路结构。

明确：《乡土中国》是一部以乡土性为前提，从社会性质，

人际关系，政治统治，道德体系等方面论证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

的乡土社会的特征的著作。总结：学术著作读书方法（1）先读序记，

知人论书。（2）制作导图，清晰结构。（3）链接经验，理解概念。

（4）圈点勾画，精泛结合。

本课结语：整本书阅读学术著作能够追溯作者写作思路，能

够读出作者理性的思考，今天我们初步学习和运用了阅读学术著

作的一些方法，希望同学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广泛阅读，提

高思维品质和阅读能力。

【导读课教学设计案例二】汲取先贤智慧——《论语》导读

课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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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1. 回顾旧知，巩固《论语》文学文化常识，了

解论语的思想价值。2. 借助注释翻译“仁”相关的十则语录，初

步理解“仁”的内涵。3. 通过分类归纳，链接现实，进一步诠释“仁”

内涵，掌握阅读方法。

【教学过程】导入：我们初中学过《论语》十则，大家可以

背诵出来吗？《论语》是什么样的一部书请大家用几个关键词概括。

（1）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2）语录体（3）20 篇（4）儒家学

派的经典著作之一（5）四书之一

教学活动一：走进论语，识其价值

问题 1：观看《典籍里的中国》之《论语》片段。思考：什

么样的作品可以称之为经典？

横向：从个体到整体；超越民族与国界。纵向：对读者的影

响深渊；在文化长河中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论语》集中地体现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展现出

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智慧。我们要了解儒家的思想，应该抓住关键，

即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只有理解了“仁”的内涵及价值，才

能整体性地把握孔子乃至儒家的思想体系。

教学活动二：精读“选文”，读懂内涵

任务 1：课前预习阅读 10 则论语，借助《论语译注》，通读

原句，初步理解“仁”的思想内涵。任务 2：课堂上，每 4 人一组，

每组精读 2-3 则，讨论和概括“仁”的思想内涵，时间为 5 分钟。

要求：讨论内涵，派代表分享讨论结果。（爱人、孝悌、推己及人、

坚毅、约束自己、学习、真诚……）

1.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2. 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为仁之本与！”“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什么是“仁”呢？首

先，“仁者，爱人”，仁就是爱人。其次，儒家思想中“仁爱”

是有先后次序的，所谓“亲亲”“仁民”“爱物”。“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之义，是为对父母的孝顺，对兄长的尊敬。

爱最亲近的人，在孔子看来，其内涵就是“亲亲”基础上的“爱人”。

“仁”的根本在于孝悌之“亲亲”，如果一个人做到了孝悌的“亲

亲”，他就不会犯上作乱。小结：仁之本是孝悌。

3.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4.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忠”“恕”是孔子仁道的

两个方面。“忠”表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尽

心竭力为忠，“恕”则表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推己及

人为“恕”。“忠恕”之道，从正面说是自己想成就的事情也要

让别人成就；从反面说是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强求别人去做；显然，

“恕”的这种宽容精神更表现了仁爱思想，也是更难以达到的境界，

因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理解和体谅他人比成就和帮助他人更难

做到。小结：仁之纲是忠恕

5.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6.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7. 子曰 :“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

8.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儒家讲究修身以成仁，修身表现为“博学”“笃志”，“切问”“近

思”经过不断的学习、思考、坚定志向就更接近仁。“巧言令色，

鲜矣仁！”修身也表现为待人真诚，表里如一，修身修的是德行

的统一。“仁以为己任”体现的是高度的责任感，要把实现仁道

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且“仁”对于读书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当个体生命与

仁产生冲突的时，仁人志士不会为了求得保住性命而损害仁，而

应舍生忘死来维护仁义，这也说明了仁是儒家追求的极度理想的

道德标准。读书人通过不断修炼自身，从而更接近仁的理想。小结：

修身成仁（内仁）

9.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

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

请事斯语矣。”

10.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是“礼

的道德内核，“礼”是“仁”的外在道德规范，仁之体是礼。内

仁而外礼，君子都有追求仁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表现为“克己

复礼”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规范就是内仁与外

礼的高度统一。小结：克己复礼（外礼）

总结：“仁”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论语》中的“仁”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自我修养，强调用礼来约束自己，是君

子成己爱人的表现，简而言之，仁就是成己爱人，以孝悌为本，

以忠恕为怀，君子修身以成仁，克己复礼归仁。

教学活动三：联系现实，探究思想

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话题，发表你的看法。

1. 人类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未来似乎任何事物都可能

被替代，你认为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生存？ 2. 小学生之问：

老师在生命教育课上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但又听说有些东西比生

命更重要，到底哪个更重要？ 3. 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利用高科技

犯罪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屡见不鲜，你是如何看待的？

教学活动四：回顾经典，背诵名句

小组 PK：各小组轮流接龙，背出论语中的名句，最后获胜的

小组可以获得奖品一份。

《论语》读书方法小结：（1）借助注解，翻译原句。（2）

联系现实，探究内涵。（3）背诵名句，汲取智慧。

四、结语

捧读经典，汲取先贤智慧。学做“仁人”，立身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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