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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背景下整本书阅读的模式探索
王　爽

（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小学，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整本书阅读是以项目式学习为载体，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

关注整本书阅读意义重大，基于此我们需要结合农村小学师生及家长的实际需要，探究适合他们的课程设计与方法，以期打造孩子良好

素质，并使其终身受益。

关键词：整本书阅读；课程设计；应用

一、农村学校整本书阅读的困境分析

当前社会文化传媒方式多样，快餐式、碎片化方式充斥着阅

读的各个角落。过于功利化和娱乐化，已经和我们的“博雅”教

育相悖。统编版语文教材比以往更加注重课外阅读延伸，对语文

积淀和素养要求极高，部分老师感到无从下手。

笔者在农村小学执教十年，深切体会到家长普遍文化水平低，

观念意识跟不上，无力辅导的居多。没有在孩子阅读初期，培养

其良好的阅读习惯，以至于小学阶段班级开展课外阅读情况往往

事倍功半，中途夭折。家长辅导学习感觉力不从心。

一小部分坚持带孩子阅读的家长也表示读书破万卷，下笔却

无神。大量阅读不等于阅读力提升，苦于没有方法指导，亲子阅

读变成了额外负担和任务打卡，失去其应有价值。

二、指导学生整本书阅读的目的和意义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

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

读整本的书。”并且在“总目标”中对课外阅读的总量有了具体

而明确的量化规定：小学阶段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50 万字。

小学课本中，大多数文章是儿歌、童话、散文、短篇小说作品，

主题非常单一，故事比较简单，更加适合进行单元式学习和阅读

策略的教学。读整本书，正好可以运用在阅读课文时学到的方法

弥补教材阅读的不足。部编教材的创新之一就是在阅读方面新增

加了“和大人一起读”“快乐读书吧”“阅读策略单元”这三个

栏目，并向老师们展示了 1-6 年级不同年段的阅读主题及推荐书

目。目前就社会发展来看，扩大阅读量、读整本的书、亲子阅读、

全民阅读已经成为新时尚新趋势。整本书阅读课程化势在必行。

三、碱富桥小学整本书阅读的探索之路

碱富桥小学在书香校园建设活动的推动下，整本书阅读的实

践已经历时四年，其实施主要依靠班级读书会进行的。我们认为

推动整本书阅读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书、时间、人。我校非常重

视图书的质量和数量。2019 年 6 月新进 2225 册优质图书，12 月

补充 5000 册新图书，生均达到 20 本。教研组参照教育部推荐、

亲近母语发布的分级书目、窦桂梅、张祖庆等名师推荐书目、国

际儿童大奖书单以及部编教材，经过多方考量最终确定了阅读书

单。我们的阅读分为课程阅读和自主阅读。我校每周有一节语文

课专门设为阅读课程。课程阅读，有指导；自主阅读，有时间。

师生每个月会共读一本书，基本要读四遍之多，每一遍都有

不同的任务和要求，一个月以后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读书会，在

延伸活动中，分享交流，产生共鸣，形成班级阅读密码。我校为

了减轻学生负担，提升阅读兴趣，减少重复抄写和习题类作业，

两周一次图书借阅，每天自主阅读 30 分钟并简单完成阅读卡。

随着儿童阅读思考和行动的深入，我们意识到教师的阅读视

野是前提，是关键。我校青年教师借助现在的网络平台参与了点

灯人大学整本书阅读课程、蒲公英大学课程等，效果良好。一次

次的文化阅读、沙龙、教研中，教师成为真正“播种的人”，感

受到教育生命的成长。

表 1　学期阅读计划表

时间 教学跟进 教师

第 1 周 导读课：《夏洛的网》《雪地寻踪》《西顿野生动物故事》

第 2-4 周 打卡阅读进度表、听读、朗读、批注、阅读单……

第 5 周 《夏洛的网》分享交流课

第 5-8 周 打卡阅读进度表、听读、朗读、批注、阅读单……

第 9 周 《雪地寻踪》分享交流课

第 11-12 周 打卡阅读进度表、听读、朗读、批注、阅读单……

第 13 周 《西顿野生动物故事》分享交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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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周

拓展延伸课：

1、展览：海报、思维导图、插画、续写……

2、游戏：配音、改编剧本

3、演出：讲故事、舞台剧、广播剧……

第 20 周

多元评价：

1、读书参与情况统计

2、阅读理解测评（试题）

3、自读书情况

四、具体的课程设计及尝试

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基本流程包括课前导读、阅读推进、读后

分享和延伸拓展四种课型。

表 2　整本书阅读的课程设计

（一）课前导读

通过图片，问题等方式，激发学生的阅读期待，激起学生探

究的欲望，这对于培养学生持续的阅读热情有着重要的作用。导

读部分充分用学生的好奇心，从书中选取精彩片段，选取鲜明形象，

或者相关书评，影视作品等，激起学生兴趣，同时为后面推进部

分的探究活动做好铺垫，有目的的阅读是整本书阅读的重要方式。

（二）阅读推进

指导学生梳理读书方法，师生共读的过程中运用方法，推进

学生的进一步阅读。设计阅读进度表，请学生每读一章，在读过

的地方标上小红旗。学习读书批注，比如符号批注，圈画自己喜

欢的词句，用横线画出自己有体会的句子，使用表情符号。可以

批注你的感受，你觉得愉快、悲伤、愤怒、有趣、惊恐……的地方。

在整本书阅读《夏洛的网》教学中做如下设计，请同学们阅

读第三章节《逃走》，把所有你听得到的句子用横线画出来，并

画上一个小耳朵的标注符号。把所有你闻得到的句子画出来，并

画上一个小鼻子的标注符号。高年级可以尝试文字批注，可以批

注觉得有道理的地方、有疑问的地方、引起自己联想的地方等。

（三）读后分享

一本书读完，并不意味着阅读的结束。相反的，推进阶段结

束后，学生会因着对文本的理解和碰撞，心得体会和交流，他们

的阅读体验会达到一个新的深度。此时巧妙设计题目，借助学习单，

进行拓展延伸，通过碰撞、交流理解关键信息，做名片等形式对

人物进行刻画评价。确定交流的主题，层层推进。结合自己的实

际和同学分享交流，最终内化语言，形成转化。将阅读活动引向

更高更开阔的时空，深化拓宽阅读感受。

（四）延伸拓展

指向生活的实践其实形式多样，比如班级辩论会、同名电影

赏析、写观后感、改编剧本、话剧表演、同主题阅读推荐等。可

以阅读作者的其他作品；可以看电影，比如看完了《格列佛游记》，

可以观看电影版，师生之间展开讨论，删减了哪些内容，为何这

样安排等等；可以拍课本剧，或者续写结尾，改写结尾。总之，

所有的活动最终目的都是使学生更深刻的了解人物内涵，更具体

的体会情节的魅力。

五、结语

系统化的指导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对于缺乏课后辅导的农

村孩子尤其重要。自试验以来我们不断尝试，如书本推荐课，语

言积累，读书汇报，大声朗读，经典诵读，读写结合等多种形式

的共读，让学生积极参与实践，加深理解体验，情感上得到熏陶，

思想上得到启迪，一边享受审美乐趣，一边获取阅读方法。

我的目标是孩子们获得美好的阅读体验，他们的读书一定要

是“有我的读书。”一定是深层阅读。琅琅书声，朗朗乾坤。就

如二 1 班的口号：我们的童年有书香，我们的书香正“驯养”，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

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如

果是早开的紫丁香，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如果是杂

乱的野草，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将

这种课程模式继续探讨、完善下去，大手牵小手，引导更多的老

师和家长一起领着孩子们亲近阅读，走向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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