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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先生曾提过“年轻时有意识读些‘深’一点的
书”，读一些可能超过理解能力的经典。《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2017 年版）学习任务群中第一个学习任务群便是整本
书阅读与研讨，旨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拓展阅读视
野，积累阅读整本书的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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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整本书阅读在
高中语文学习当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

但是，置身于信息化与生活快节奏时代，学生的大量阅读
信息都来自网络，而这些阅读信息大多良莠不齐，多数不符合
当下高中生阅读要求，使得学生的阅读出现碎片化、偏颇化倾
向。而学生对整本书阅读的兴趣更是急剧下降，整本书阅读成
为了只留存于课标上的概念。所以，如何充分利用自媒体时代
下的短视频资源触发学生实现整本书阅读，是非常值得我们探究
的问题。

1　教师策略
1.1 筛选适合高中生阅读篇目，制作短视频
一部好的作品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和世界观。所以面对整本书的阅读，首先，老师应帮助学生进
行阅读筛选；其次便是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能否读完一本
书，其兴趣往往是关键性因素。而短视频恰恰可以有效的助推
了学生翻书阅读的动力。

如：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和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分别列为“整本书阅读”单元，针对《红楼梦》
教师剪辑制作 87 年版《红楼梦》贾府景象或金陵十二衩片断
等；针对《乡土中国》老师可剪辑中国乡土社会“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传统农业状态等。再如，列夫·托尔斯泰《战争
与和平》剪辑作品创作背景沙皇政府由于在克里木战争期间遭到
军事失败而削弱，农民暴动风起云涌，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也
日益强烈背景下的作品等视频，激发学生阅读的欲望。此外，
老师要注意短视频的时长控制3分钟左右，并且短视频制作的内
容尽量客观，切记不可先入为主。

1.2 以短视频设置文本问题，定期交流
早在叶圣陶“读整本书”教学理论体系当中就有“略读”

和“精读”两种阅读方式，叶圣陶认为精读和略读站在同等重
要的位置，不能因为时间分配问题而顾此薄比。为了保持学生
在整本书的精读，教师可结合短视频设置文本问题，组织学生
课后实施精读。教师以短视频形式录制整本书阶段阅读大致计划
及过程中思考的问题，问题不用太难，旨在是为了学生扩宽知
识面，涵养心性。

如在《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中，短视频问题设置“《红
楼梦》为什么又叫《石头记》呢？”“贾宝玉见到林黛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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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什么要摔玉呢？”周期讨论问题可录制人物代表性动作
短视频并设置问题“你从哪些语句看出王熙凤的人物性格？”“金
陵十二衩的判词分别对应着哪位人物？”等问题，还可录制《红
楼梦》饮食文化问题集锦，让学生找到作品中哪些叙述食物的语
句，“腊八粥做法”“油盐炒枸杞芽做法”“梅花雪片洋糖做法”等，
利用这些问题的设置，促进学生深入详读作品。

2　引导学生用短视频录制阅读成果，班级内分享
阅读习惯的养成是一种自发性长时间培养的过程，不是

一时的激发。所以，整本书阅读之后的阅读收获分享显得十分
重要。高中生还处于青年初期，其学生身体发育接近成人水
平，心理趋于成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在意在他人的审
视评析。教师应该抓住高中生身心发展特征，在学生阅读完整
本书之后，录制个人作品见解。老师将同学们的成果进行整合
剪辑，向全班同学展示。

如从文化角度制作或录制《红楼梦》服饰文化分享视频、
制作《红楼梦》饮食文化分享视频、制作《红楼梦》古代建
筑风格分享视频等；从人物形象角度可制作《红楼梦》王熙凤
悲剧结局的原因视频、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故事简析视频、贾
府丫鬟形象的分享视频等；从诗词角度等可制作《红楼梦》中
的诗谜妙处、《红楼梦》中的酒令、灯谜分享、大观园中各
个人物诗风和人物性格关系等。同学们可录制作品收获分享，
在课堂进行整体成果展示，倾听他人的文本解读，扩宽自己的
思路。

3　学生策略
3.1 利用自学能力，提升学生短视频阅读学习效果

传统的语文课堂常常是“教师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学
生没有自主学习意识。短视频资源的出现，就需要学生有一定
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需要自主选择短视频观看，进行整本书
阅读的筛选，而短视频的问题设置、讨论区等环节以目标化的
方式引导学生探究，即在阅读过程中需要学生利用工具书等主动
查找学习作品中的内容，回答视频设置问题，才能解锁下一个
环节视频。

例如《水浒传》中大量使用民间的地方方言，则需要学生
自主查找工具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或者利用网络搜索等
完成解读。在第二回“他（柳大郎）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
招纳四方干滆涝汉子”中的“干隔涝”指“好吃懒做没出
息”；第十七回“打紧这座善生的险峻”中的“打紧”指抓
紧的意思。

再如《西游记》成书就伴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玄奘求
取经书为主线，一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在短视频问题设置
为什么以孙悟空、牛魔王、铁扇公主等为人物形象问题时，学
生就要借助相关书籍自主学习，如孙悟空形象，在《山海经》
中就有猴怪、《吕氏春秋》中也有击剑白猿以及淮河水怪无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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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等，而在《佛说一切如来法眼遍照大力明王经》中，其中
大力明王有无数法身，有降妖除魔之能，这些通过学生自主学
习获得，都为理解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发挥作用。

3.2 加强自我管理，提升学生短视频阅读整本书专注度
在进行短视频教学时，学生亟需在学习时间和方法上加强自

我管理。在学习时间上，学生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
在学习方法上，学生要发掘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如阅读巴金《家》，第一个短视频，利用影视剧资源剪辑
15秒左右展现“一个正在崩溃中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
史”的视频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学生选择此本书阅读5 天之后，
发送第二个短视频问题设置“女性人物性格的不同之处”“男
性人物性格特点”或“腐朽类”“弱小类”人物形象类视频
进行对比等，2 天后，进行课堂讨论。短视频资源播放后，要
做好标注，及时与老师反馈阅读情况；如阅读矛盾《子夜》，圈画
文中的主要人物吴荪甫、赵伯韬等，注意标注作品中吴荪甫多条
矛盾主线和吴荪甫性格的二重性，进步的一面和反动的一面。

3.3 增加合作学习，扩展学生短视频学习广度
合作学习是以小组成员合作性活动为主体，以学生获得自主

性发展为目的一种内涵丰富的，有助于学生主动参与、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之间进步的多样化学习模式。所以，短视频
资源的问题设置环节和读后分享都是要通过合作学习完成的，在
短视频发布下方有小组合作评论区，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阅读的
成果，说出自己的想法并讨论，而课上可进行小组合作交流阶段
阅读心得体会，并做好总结。

如在《西游记》阶段阅读完成后，在短视频下方可按主要
人物设置专题讨论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可
按照“神仙类”“妖魔类”设置讨论专区，在《三国演义》的阅读
后，在短视频下方可按曹魏、蜀汉、东吴设置讨论区，还按照军
师周瑜、司马懿、诸葛亮设置讨论区，或按照战争设置讨论区“赤
壁之战”“宛城之战”“官渡之战”等，学生根据自己的阅读内容
和有感方向自行选择谈论区，与其他同学进行线上讨论，在阶段
课堂总结学习时，可将自己的学习成果整理分享同组交流。

4　评价策略
4.1 运用多元评价标准，掌握短视频的学习进度
以往的语文整本书阅读中教师往往以学生是否读完和一篇读

后感作为整本书阅读的评判标准。但是课标中提到“要重视培养
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
所以，教师应从传统的单一评价方式转向多元评价。根据短视频
阅读每阶段的视频问题解答、讨论区的观点表达，进行多元评价。
可从关注学生对文本内部深入阅读情况和关注学生对写作技能掌
握情况出发进行评价，还可以从核心素养的“语言”“思维”“审
美”“文化”四个方面来评价。

例如学生阅读鲁迅的《呐喊》《彷徨》作品，一是是否
按时完成视频任务，阅读完成；二，短视频可阶段设置关于学生
对作品阅读程度的问题，如“《狂人日记》采用什么形式写作的？”

“《狂人日记》的运用哪些表达手法”“如何理解《示众》中的看与
被看？”从这些视频问题的设置，教师多元了解学生对作品研读
情况。

再如学生进行《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中，解锁视频回答问
题，并在讨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可从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
对学生进行评价，观察学生在视频讨论区和视频分享会中的，语
言建构是否更加丰富，是否有效地、准确地进行交流；思维发展
是否获得提升，是否促进深刻性、敏捷性和批判性的看待作品内
容；阅读中是否意识到作品中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等。教
师可根据不同作品的特征设置不同标准的多元评价，将学生与作
品的内容做到深度融合。

4.2 发挥多元评价主体，判断自我短视频阅读深度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评价应面向全体学生，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评价要注重展示学生自我发展的过程。在保证
基本目标达成的基础上，评价要考虑学生的个人差异，关注学
生的不同兴趣表现，满足不同发展需求。”这就要求再整本书
阅读评价中要重视学生评价主体地位。一方面，利用短视频资
源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究；另一方面，学生也可通过短视频
设问回答情况进入讨论区进行学生互评。

例如《围城》整本书阅读中，共九章。每个章节都会
有相应的短视频资源播放和本章节的问题视频，学生可根据自己
的短视频解锁进度条判断自己的阅读速度。还可根据讨论区大家
对统一问的回答，判断自己的阅读深度。除此之外，教师可以
全方位看到学生的阅读和作答情况，对学生做出针对性的评价，
如“你对方鸿渐认识的很深入，那么你觉得方鸿渐与俄罗斯文学
中“多余人”形象有什么相同处呢？”、“你对孙柔嘉观察很细致，
那么孙柔嘉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吗？”等可进一步
进到学生深入阅读。

4.3 探索多样评价方式，了解学生短视频阅读学习进步点
短视频资源下带动的整本书阅读是阅读更加灵活，学生

的线上、线下举动都应该受到关注。也就是说，知识不是唯一的
评价内容，那么考试与测验也不是唯一的评价方式。在整个短视
频下的整本书阅读，评价无处不在，线上问题的回答、互动讨论
区的对话等；线下课上小组讨论的表现、录制分享视频的表现等，
甚至课上的一句话都算是评价，可为每个学生的阅读作品后建立
成长文件夹。

例如学生在《西游记》阅读中，以前此同学仅关注故事
情节变化，孙悟空大闹天空怎么闹的、“三打白骨精”中白骨精怎
么变的，现在此同学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总结，在评论区发出
自己的看法，“大闹天空”与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背景下人民想反
抗的心有联系。由此，教师就可看出学生的阅读成长。学生在线
下课上分享自己录制的阅读成果时，此同学的语言组织能力明显
有所提升，语言流畅、逻辑性强、用词准确丰富，由此也可发现
学生的进步。再如，本懒散的学生，在整个短视频设置的整本书
阅读进度中，按时完成任务，没有延迟现象，由此，此同学在个
人阅读学习习惯上也有所进步。

5　技术策略
5.1创设学校独立短视频应用程序
当下媒体发达，娱乐推送机制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为提

高学生的注意力，提升阅读效果，学校创设独立短视频应用程序，
建设以语文整本书阅读为核心的短视频线上资源应用程序。此程
序短视频建立作品名称的关键字搜索，一旦选择一部作品，没有
阅读完成不能解锁其他作品视频，从而保障学生阅读的专一性。

例如在搜索中输入《三国演义》，学生确认是否阅读《三
国演义》作品，确认后，其他作品视频将为不可点击状态。《三国
演义》一系列阶段短视频，也是分阶段展示，先是激发兴趣短视
频，然后第二阶段解锁问题视频，并解锁讨论专区，再规定时间
内整本书阅读完成后，即可进行下一步作品研读。

再如首页可根据学生学段推送整本书阅读的书目短视频，分
别呈现《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乡土中国》第一阶
段短视频供学生选择，学生根据兴趣自行锁定一部作品进行阅读，
并解锁第一阶段阅读任务视频，与此同时其他作品在已选择的阅
读作品期间被锁定，直至已选择作品读完为止。

5.2设置短视频多种使用模式
高中阶段的学生仍然处于自我管理能力较弱的状态，所以在

短视频应用程序中设置教师模式和学生模式。教师模式可上传相

（下转 1 0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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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整本书阅读作品的短视频，并看到学生的阅读状况，对学生
的线上留言的疑难问题进行答疑，对讨论区的留言有管理权限；
学生模式则是按照既定的目标进行观看视频，然后完成阅读任务
解锁下一个视频，不可跳转。

例如在教师端应用程序库中《战争与和平》老师可上传相
应的启发兴趣短视频、第一阶段文本阅读任务视频、中期阶段
文本阅读任务视频、四大家族介绍视频等一系列相关内容。在
讨论区有设置讨论区的权限，“四大家族”讨论区，皮埃尔·
别祖霍夫讨论区、尼古拉·罗斯托夫讨论区等，并可观看学生
的讨论问题做出实时答疑，梳理学生阅读障碍，掌握学生阅读
进度。在学生端则只能按阶段解锁相应视频，如确定阅读《乡
土中国》，即根据提示任务和问题进行解锁视频阅读，其它视
频将暂时锁定，并在各个阅读视频设置书本阅读时长，如阅读
三天后回答第一视频问题提醒，阅读5天后设置回答第二个视频
问题提醒，以此类推，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提醒学生认真完成
整本书阅读。

5.3设置后台视频筛选机制
能否成功的实现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短视频的

呈现是关键，所以要对教师上传的视频进行择优筛选，避免良莠
不齐。所以，对一些平淡无味的，不利于学生学习的视频要筛选
下去，切记娱乐作品。

例如在后台出现多个《西游记》作品兴趣导读视频，分别
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白骨精、牛魔王拼凑集锦”“师徒四人齐
心协力精彩场面”等，就要挑选从整部作品出发，突出主要人物
并提升阅读兴趣的视频“师徒四人齐心协力精彩场面”此类优质
视频；在《乡土中国》第一阶段阅读任务，有视频“对《乡土中
国》的了解”、“你对中国社会礼制的看法”这就不适合第一
阶段阅读，要对学生提出适当的学习任务“《乡土本色》中的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表现”；阅读《论语译注》在各阶段视
频，对孔子及其文中涉及的人物采用丑化、搞笑的方式呈现是
不能被选入学生短视频资源内容的，要用积极、正确的形象展
示，不可胡乱诱导学生。

6　结语

综上，自媒体时代的发展，让短视频正在悄然走进每个人
的生活，学生也喜于接受短视频阅读。所以，为适应高中生发
展需要、提高整本书阅读质量和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我们从

“教师策略”“学生策略”“评价策略”“技术策略”四个
方面策略探讨，将短视频资源应用到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
中，使学生整本书阅读的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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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也得到了发展。此外，这种已有的知识经验可是知识本

身，也可以是数学思想方法，还可以是获得知识的过程等。总之，

这种知识经验能为新旧知识“搭桥牵线”，是两者构建联系。

因此，教师创设接近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的问题情境，让新知

识与已有的知识产生冲突，把旧知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促进新

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学生经历观察、类比、分析和归纳等过

程，从而完成对新知识的获取。这个通过旧知引入新知的过程，加

强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已有的认知

结构。例如：三角函数诱导公式的推导，通过函数单调性的研究

方法来研究函数奇偶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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