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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立体呈现为整本书阅读赋能
——以《红岩》跨媒介阅读分享会为例

易　宏

沈阳市实验学校，中国·辽宁　沈阳　110014

【摘　要】立足新课标的学习任务群，锚定语文核心素养，以《红岩》整本书跨媒介分享会为例，分析整本书阅读成

果的立体呈现为整本书阅读赋能的重要表现。跨媒介阅读，实现以“文”化人；立体呈现，促进听说读写发展；整合学习

情境，提升语文核心素养。跨媒介阅读分享会，为学生提供三个真实有效的学习情境，也为常规的以纸质阅读为主的整本

书阅读提供了新的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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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作为第三层面“拓展型学习任务群”的一个

学习任务群，具有极高的综合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明确指出：“本学习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在

语文实践活动中，根据阅读目的和兴趣选择合适的图书，制

定阅读计划，综合运用多种方法阅读书；借助多种方式分享

阅读心得，交流研讨阅读中的问题，积累整本书阅读经验，

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高整体认知能力，丰富精神世界。”

笔者认为，实现整本书阅读的终极目标，跨媒介阅读和分享

也十分重要。所以，在教学中我根据书本内容，适当融入跨

媒介阅读，利用立体呈现，在语文实践中“充分发挥语文学

科独特的育人功能”，为整本书阅读赋能。

本文所谓“立体呈现”就是以《红岩》整本书的章节为

序为纲，利用多种表现方式，例如讲述、表演、影视剧、歌

唱、朗诵等多种媒介，以大型舞台汇演的方式，立体呈现整

本书的主要内容，使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并沉浸在作品之中，

进而实现整本书对于学生的精神感染和教育的目的。

1　跨媒介阅读，实现以“文”化人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中关

于《红岩》等革命文学作品提出：“课程标准突出革命文

学作品的地位，意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革命英雄、仁人志

士的故事和作品，感受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从中汲取艰

苦奋斗、奋勇拼搏的力量，获得家国情怀、爱国精神的熏

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系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学习任务群应该“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纲，

以学生的语文实践为主线，以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

载体，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

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1]

为了让学生更入情入境地开展《红岩》的整本书阅读，

笔者首先在教学中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情境：

年级拟举行阅读《红岩》红色经典的分享会，分享会设

置情节讲述、片段展演、经典影视片段赏析、佳作诵读四种

形式。请同学们，分组合作，完成自己希望参演的节目，并

做好文字整理、背景图片、相关的PPT和音乐等准备。

这个情境是真实的，并且这个活动是面向全年级十五个

教学班进行的。在活动准备和展示环节，我设计了针对学

生和班级的评分标准，做到环环有评价，通过评价，择优

呈现，通过评价，让学生明确如何将分享做得更好。

分享活动历时一个小时，七百人的会场秩序井然。其中

江姐受毒刑拷打的片段，我借助影视剧《红岩》片段，老

演员陈宝国饰演的徐鹏飞奸诈狠毒，宋春丽饰演的江姐刚

毅，都深深地感染了学生，这是单纯“纸质阅读”无法达

到的。当讲述者讲述“狱中绣红旗”一部分，插入歌曲《

绣红旗》。歌唱者深情演绎，学生专注观看，完全沉浸在

江姐对革命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期盼之中。

展示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江姐、成岗、许云峰三位扮

演者诵读《红岩》整本书阅读的心得。这份心得是一首诗

《我就是共产党员》（文章略），它是在年级“心得佳作

评选”中脱颖而出的。     

表1：  心得佳作评价标准         

项目 具体细则 星级标准
得星
情况

内容

结合《红岩》具体
情节，写出自己读
后心得，真挚，向
上，富有感染力。

完全符合细则★★★
缺少真挚★★

不具体，不真挚★

主题
弘扬《红岩》精
神，歌颂英雄事
迹，有时代同频。

完全符合细则★★★
精神不突出★★

精神与作品不紧密★

形式
形式不限，鼓励

创新。

创新★★★
形式传统，符合文体要

求★★
文体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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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基本上是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这种感染力，是单

单靠纸质阅读无法完成的。创作者、朗诵者、观看者，在

这一刻完全沉浸《红岩》英雄们的对中国共长党的忠诚的

热爱之中，进而实现“以文化人”，也加深了学生对于作

品的理解。

2　立体呈现，促进听说读写发展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指出“设

计语文学习任务群，从而加强听说读写的有机联系”。《

红岩》的整本书阅读最后以立体呈现的方式，进行成果展

示。成果展示活动全部由学生主导。学生在立体呈现的前

前后后，将听说读写有机联系起来，语文核心素养得到全

面发展。

学生已经在业余时间通读了作品，并且通过分组讨论

交流，基本把握了人物形象。总结阶段的情节讲述，也是

对之前通读的一个整理总结，加深学生对于主要情节的印

象。自然且有感染力地讲述，往往与讲述者对作品的深刻

理解分不开。恰当地缩写长篇巨制，需要改写者对原著的

主题、主要人物特点、主要情节必须有很好的掌控力。

“尝试改编名著中的精彩片段”这也是《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于开展整本书阅读的一项建

议。课本剧的插入，首先能够加深学生对于书中内容印

象，其次也间接地展示了学生对作品中人物的理解。成

岗是《红岩》中谨慎、革命意志坚定，对党忠诚的共产党

员，而妹妹成瑶，年轻，热情，向往革命，但是不成熟。

学生自己根据《红岩》原著改编了这样一个小剧本，最

终通过年级选角完成。剧虽短，却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编

剧、导演、演员都由学生完成，当学生观众看见自己的同

学惟妙惟肖地表演，这样的感染力是单一的纸质阅读无法

达到。（课本剧片段略）

3　整合学习情境，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到开展语

文学习的三个情境，即日常生活、文学体验、跨学科。“

《红岩》跨媒介阅读分享会”，就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

了这三个情境。整体活动以学生为主体，不仅文字材料来

自于学生，就是舞台设计、排演、配乐、服装道具选择与

制作等都是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只是宏观设计与调控。学

生们在整体活动中的交流与协调，就是很好的日常生活情

境；学生的讲述稿件与讲述展演，课本剧编排与展演，诗

歌创作与朗诵就是文学体验情境。这里我具体谈谈“《红

岩》跨媒介阅读分享会”给学生提供的跨学科情境。

“《红岩》跨媒介阅读分享会”采用舞台立体呈现的方

式，这就需要舞台表演的多种要素。

首先背景。数字背景墙，需要每一项内容都配上适切背

景。例如《成岗兄妹江边会面》这个课本剧，学生选择一

个江边，远处烟波浩渺，近处有一个栏杆，恰好与舞台衔

接；关于《茶园》一场戏，学生废了很长时间，学生根据

小说内容，确定“开放空间、中式、多台”关键词。背景

的选择，将美术与文学联系起来。

其次配乐。分享会讲述、课本剧展演、诗歌朗诵都需要

配乐，学生根据每一项内容，选择合适的乐器与乐曲，特

别是诗歌朗诵选择了交响乐，音乐恢弘的气势与三位革命

者慷慨的誓言相得益彰，震撼力极强。

再次道具、服装。每一个参展演员都是自己准备道具

和服装。学生根据小说和一些影视剧资料，绘画了《挺

进报》；成瑶的小书包，是学生用布亲手缝制的……成

岗准备了一件黑色皮夹克，许云峰准备的是一件蓝色的

长衫，江姐蓝旗袍红开衫毛衣，刘思扬一件白衬衫黑裤

子黑皮鞋。

“跨学科学习情境体现的是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

沟通和融合，体现语文课程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多元化的

特点”[2]。利用整本书阅读分享会，给学生提供真实的语文

学习情境，学生在真实的跨学科情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语文素养得以提升。

综上所述，在学习任务群视域下，利用跨媒介阅读拓展

了整本书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举行立体呈现的阅读成果分

享会，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语文学习情境，最大限度地开发

了整本书阅读的价值，并在语文核心素养与课程内容之间

架设了一座桥梁，更为整本书阅读提供了一种实践性更强

的教学之路，实现了为整本书阅读赋能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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