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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理念首次提出，是在 2001 年。自提

出后其内涵和要求又不断丰富。2017 年，初中语文统编

教材重构了“教读—自读—课外阅读”的阅读模式。教

材编订的课后练习板块，推荐学生阅读与本文相关的文

章，在自读课文课后的“阅读提示”中给出时代背景、

作者信息、语言特色以及文章主旨登提示。《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再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要

学生要在兴趣引导下，完成整本书的阅读，积累整本书

阅读的经验。可见名著整本阅读研究不可忽视。

一、初中语文名著导读与整本阅读概述

义务教育阶段重视培养学生整本阅读的能力，期望

学生能在沉浸式阅读中再现人物故事情节，达到文本与

作者，文本与读者间的情感共鸣，实现名著整本阅读的

价值。因此，在本文行文之前，需要厘清两个概念，一

是“名著导读”，二则是“整本书阅读”。

1. 名著导读

名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历史长河中受到洗

涤，其中塑造的典型人物、刻画的典型环境，被人们接

受和传颂。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名著导读”包含“必读

书籍”和“推荐书籍”这两种。选定的依据主要是根据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中所推荐的书目。显然，文学

名著导读重在教师的“导”和学生的“读”。不读书无

以用。教师积极引导学生，激发他们解锁个性化的阅读

方式，尽情在文字间遨游，如此才能实现名著导读课程

的育人目的。鉴于此，本文所提到的“初中语文名著导

读”，指在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名著导读”，既《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所列的名著篇目。

2. 整本阅读

整本阅读强调阅读活动的连续性和阅读过程的完整

性。在阅读过程中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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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鼓励学生采用丰富多样的阅读方式，采用知人论世

的阅读方法把握时代背景，将自己的阅读体悟与老师同

学交流。本文讨论的“整本阅读”即是学生有时限、有

目的、有计划地运用多样的阅读方法，围绕整部经典作

品完成阅读行为，在阅读过程中由外在的文字载体激发

深层次的理性思考，以获得良好的阅读体悟，积累阅读

经验提升语文素养的过程。

二、《西游记》整本阅读的价值与意义

《西游记》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的出现标

志着神魔小说创作的成熟。书中虚构的人、神、魔、鬼、

怪都有着人情人性。选择《西游记》作为文学名著整本

阅读的范例，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1. 真实历史事件的产生与发展

《西游记》的成书有四个阶段：首先，起源于唐僧

玄奘（602— 664）到天竺取经的真实历史事件。629 年

玄奘辞别太宗离开长安，只身前往西域求取真经 657 部，

耗时 17 载，游历百余国。归国后玄奘将此行所见所闻

口述与弟子辩机听，辩机将玄奘所言内容写为游记，名

为《大唐西域记》，这为后世《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

基础。其次，南宋时期“讲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

话》的出现，首次将《大唐西域记》虚构化，在虚构艺

术的加工变形下，师徒四人中，孙悟空站稳了 C 位。再

次，元代是《西游记》定型的关键时期。元末是杂剧的

天下，《西游记》杂剧表演时，已有“火焰山”“女儿

国”等情节，师徒四人也终于聚齐。最后，明朝后期吴

承恩在前人的创作基础上加工写定《西游记》。吴在上述

基础上，加以幽默讽刺，冲淡了取经故事的宗教色彩，

加强了现实内容，将孙悟空取代唐僧作为中心人物加以

塑造歌颂，并大大丰富了神魔形象和故事情节，创作了

这部有时代色彩的神魔小说。

2. 丰富的思想内涵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们了解历史往往

要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西游记》作于明代，在阅读

时，我们要透过文字本身，看到社会百态。首先，《西游

记》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都有强烈的抗争意识，这集

中体现在孙悟空身上。孙悟空脱胎于石头，出身卑微但

努力奋斗，好在遇到伯乐又悟性极佳，学得一身本事。

但这样的一个人，却因出身受到歧视，他大闹天宫，反

对神权，实则是追求公平、自由与正义。其次，献身理

想这一精神是《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取回真经的关键。

唐僧虽为肉体凡胎，但是猪八戒、孙悟空和沙僧都有神

力，迢迢西行路为何不用法力，直达真经处？为何一定

要选择一步一个脚印，徒步取回真经？这其中蕴含的道

理无非是对理想“吹尽黄沙始到金”的执着。最后，《西

游记》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极为深刻。师徒四人沿

途中遇到大多数妖怪，都渴望吃掉唐僧肉提升灵力，再

者比丘国王生病竟然需要小儿心脏做药引，何时人的自

我修养与健康的体魄需要牺牲他人性命？在二十九回

中堂堂宝象国却无一人能救公主，此时的文武百官岂

不是酒囊饭袋？又有九十八回中，师徒四人明明历经

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却遭到两位神职人员索贿。如

此种种，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既能全情投入，又与故事中

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地理解名著的思想内涵。

3. 生动的人物形象

吴承恩善用艺术变形的浪漫主义手法，在《西游

记》人物塑造上，赋予了妖魔鬼怪的人情人性。孙悟空

具有极强的反叛精神，让人眼前一亮，他是追逐理想敢

于说“不”的英雄形象。他火眼金睛，善于察言观色，

对不公平的人事打抱不平，维护公平公正。他虽有本领

却不恃强凌弱，在取经途中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泰

然处之。唐僧是取经团队的 CEO，他的形象多为“坚定

信念的理想主义者”，是取经路上的精神指引，信仰所

在。在文本中他曾立下“不取回真经，宁愿下地狱”的

毒誓。在取经途中他遭受了权、钱、色等多种考验，仍

旧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终是取回真经，位列仙班。在

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为理想奋斗，坚定信念不为外

界所动的追梦者形象。当然，当他不分善恶，缺乏辨识

力误会赶走孙悟空时，人们也会扼腕叹息，嘲笑他的

“迂”。猪八戒是《西游记》中最具人情味的神，他也承

包了文章大部分的笑点。在他的身上人们常常看到自己

的影子。孙悟空常怒骂他为“呆子”，这里的“呆子”并

非指的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猪八戒太容易相信别人，

他的憨厚、单纯让他不能辨别亦或是不愿意把人想得那

么坏，善良的相信别人的帮助和施舍是真诚的。猪八戒

在高老庄等待唐僧到来之时，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

脏，知道自己颜值和身材上吃亏，就努力提升自己的实

力，以期获得岳父岳母以及老婆高翠兰的认可。他虽平

凡普通却努力奋斗的样子，不正是芸芸众生努力生活的

写照吗？当然，在他的身上也有许多的缺点，比如：行

为莽撞，做事欠缺周密详细的计划。又比如：喜欢打小

报告，不善于从自身寻找问题，而是将错误归咎于他人。

正是这样有欲望又有缺点的猪八戒，才让人们在阅读的

时候，有极强的亲切感，仿佛此时此刻的猪八戒并不是

取经团队中的一员，而是生活中亲切又呆萌的朋友。沙

僧这一人物形象曾因台词引发了诸多网友的热议，说他

是取经队伍中的配角。但是在阅读文本时，你就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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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僧他是现实中默默作事，不喜欢八卦的那种人。在取

经四人中，他不像孙悟空那样性子急躁，也不像猪八戒

那样拖延症明显，很多时候都能够保持情绪稳定，干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取经团队内部出现矛盾时，他总能

调和矛盾、化解团队危机。

三、《西游记》整本阅读教学策略

《西游记》近百万字，全书一百回，实际上有一百

零一回。这样的阅读量对初中学生而言，可谓是“大工

程”。根据文章的故事情节又可将《西游记》划分为三大

部分：一到七回作为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了悟空

出世，孙悟空学成本领大闹天宫；八到十二回是文章的

第二部分，续写了唐僧出世，辞别唐太宗，西行取经的

缘由；十三到一百回是文章的第三部分，写师徒四人取

经途中所遇到的诸多磨难，最后在坚定地信念的指引下

取得真经的过程。阅读《西游记》要根据回目题语去梳

理情节外，还要注意以下的几种方式。

1. 厘清故事情节

新课标中强调，学生阅读要有自我体悟，从文本中

探寻对人生价值的良性思考。《西游记》字数近百万，初

中语文课程中课时安排并不能满足学生在课堂上完成

《西游记》的阅读任务。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西

游记》，在每周一节的阅读课上交流和讨论阅读感受。这

样的课下阅读加课上交流的方式能够调和课上阅读时间

不充分的矛盾，同时也能让老师对整个阅读过程进行指

导监督。因此，教师要采用任务驱动的阅读方法指导学

生阅读，做到每周一更新，每周一检查。提前一周布置

更新阅读任务，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完成阅读量，厘清故

事情节，完成相对应的阅读任务。首先，让学生填写情

节发展图，梳理章节内容，厘清故事情节。提醒学生在

阅读过程中留意情节、人物变化较大的地方，在书中圈

画出来。学生根据老师的任务和带有趣味性的填写情节

卡，能够让学生初步把握情节、人物特点等。其次，每

周一次交流阅读感悟。每个人对文本的感悟能力不一，

鼓励学生交流既能够帮助他们加深对情节、人物的理解，

又能够让那些感悟力较弱的同学提升对人物的全方位认

知。最后，做好西游故事宣讲人。此环节可以让学生先行

拟定手稿，全情回顾全书的重要情节后重新讲述西游故

事，由章到全文，逐步实现全书情节的发展脉络的梳理。

2. 分析人物形象

《西游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每一个都值得去

分析。在学生把握故事情节的基础之上，能让学生更好

的赏析人物形象。可建议学生在通读文本遇到自己喜欢

的情节、人物时，摘抄或直接在文本中作出批注。通过

梳理该人物在文中具体事例，感受其人物形象魅力，并

为其撰写名片或人物介绍。该方式可迅速调动学生思路，

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锻炼他们的写作能力。

3. 西游情节再现

通过对《西游记》情节厘清、人物赏析后，学生自

导自演课本剧。课本剧的编排展演实际是让学生换一种

方式体验阅读的快乐，将冰冷的文字化为鲜活的思想与

灵魂，体验感更强。在表演的过程中，学生可据实演出，

也可以改写变形，这样的方式能够释放学生在阅读时心

中的疑惑，为不同的人物发生，这一行为实则就是再现

了文学名著的生命力与魅力。学生能通过此方式，彻底

激发对文学名著的兴趣，让阅读行为由被动变主动。

四、结语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神魔小说的代表作，它开

拓了浪漫主义的新境界。不仅在艺术上有很高的审美价

值，而且在哲学思想上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作为四大名

著之一《西游记》的，是我国文化长河中不可忽略的巨

作，初中语文课本将《西游记》作为文学名著导读篇目，

有其独特的价值。阅读《西游记》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

爱好，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以及汲取师徒四人的成长经

验。因此，中学生整本阅读《西游记》既能够让学生获

得自我情感认同的需求，又能够体会到我国古典文学的

魅力，真正地体悟到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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