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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是费孝通面对高中生这样的群体，学生怎么

读，老师怎么教都是一大难题。

关于整本书阅读，2017 年版课标要求“在阅读过程中，

探索阅读整本书门径，形成和积累自己阅读整本书的经验。重

视学习前人的阅读经验，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综合运用精

读、略读与浏览的方法阅读整本书，读懂文本，把握文本丰富

的内涵和精髓” [1]。高中语文教材以“学习任务群”为线索，

注重整本书阅读，但教学时要注意，学习任务群只是个形式，

提升语文素养才是根本。因此，教学设计不能仅仅停留单一的

课堂活动中，而应该以多维课堂活动为主体，适应不同的学

情，积极引导学生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1　思维导图与逻辑思维

《乡土中国》共十四章，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

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

《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这些章节本是费孝通针对大学生

准备的讲课稿，学术气息很浓，现在《乡土中国》是高中生的整

本书阅读课本。2017年版2020年修订课标对阅读学术著作的具

体要求是：“通读全书，勾画圈点，争取读懂；梳理全书大纲小目

及其关联，做出全书内容提要；把握书中的重要观点和作品的价

值取向。阅读与本书相关的资料，了解本书的学术思想及学术价

值。通过反复阅读和思考，探究本书的语言特点和论述逻辑。” [2]

了解到高一学生理解能力尚未成熟，让学生对《乡土中国》进

行深度研究是很难实现的。我们可以在高中生理解能力的基础上，

让学生利用思维导图学习《乡土中国》，托尼巴赞说：“思维导图

是放射性思维的表达，因此也是人类思维的自然功能。这是一种

非常有用的图形技术，是打开大脑潜力的万用钥匙。” [3] 思维导

图有三大作用：一是帮助并加强记忆，二是提高理解分析归纳能

力，三是加强发散思维培养创造能力。《乡土中国》的内容富有浓

厚的学术气息，内容严谨、逻辑严密、层次分明。高中生正处于

逻辑思维发展的关键期，思维推理尚不成熟。对于《乡土中国》的

阅读缺乏趣味、缺乏系统地认知。加上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高

中生缺乏对乡土的认知，学生对教材缺乏一定的理解。通过思维

导图梳理《乡土中国》的内容，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梳理文章的

行文脉络，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从而做好整本书阅读。思维

导图恰恰适应《乡土中国》的阅读，帮助学生完成精读与略读、浏

览相结合。阅读时设置的任务不要太高。比如《乡土本色》完成

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完成作者对

文字下乡的态度及其原因。《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可

以完成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差别的思维导图。

在完成思维导图时既可以培养学生迅速找到关键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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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培养学生梳理文章系统思考的能力，同时还能让学生动起笔

来，完成对文章的理解，积累阅读经验，并形成自己阅读的方法，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通过思维带图的形式摸清学术思维把学生

带入深度阅读的门。

2　课堂活动与阅读兴趣

《乡土中国》字数不到 7 万，单章字数也不多。虽说《乡

土中国》语言浅白，运用大量社会事例表达高深的学术观点。没

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妙趣横生的语言，反而多了陌生

的词汇和抽象的概念。特别对居住在城市的高中生来说缺乏对乡

村的认知，因为时代的差距，文中的事例学生是陌生的。在整本

书阅读的过程中，如何让学生读下去、读进去是困扰老师的一大

难题。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怎样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且进行

适当的阅读指导就显得十分重要。多样的课堂活动恰恰能激起学

生们的阅读兴趣。在《无讼》的课堂上，我设计了情景剧表演，以

小组为单位编写《评理》，设置角色乡绅、大学生、张老汉、张老

大、张老二等，围绕家庭伦理通过对《乡土中国》内容的理解以

及日常生活的观察写短剧并表演。这样学生将理论的东西通过表

演的形式传达出来，而且也提高了学生的创作及团队写作能力。

在《乡土中国之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课堂上，我设置了辩论赛

的形式，以“当道德与法律相冲突时，是坚守道德还是维持法律”

为辩题，结合你对《乡土中国》的理解，运用社会上的案例分为

正方和反方辩论。这样的课堂活动可以让学生主动地去搜寻资料，

了解当今中国现状，也能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贵在实践。在班级里当我们缺

乏对村落的认知后，我们可以通过调查报告的形式。可以让学生

听长辈讲有关农村的故事；利用周末或暑假时间走进村落；同样

中国深受乡土文化的影响，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乡土的影子，去观

察家庭的生活习惯和理念；观看纪录片等多样的形式完成《当今

乡土中国与过去乡途中国之对比》的调查报告。《乡土中国》中谈

到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人和人的空间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

立和隔膜。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化村落为班级，化家庭为小组

等，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研究班集体的特点。从身边熟悉的事

情出发研究乡土中国的特性。同时找出现在生活与文章所谈的乡

土中国的不同之处，并给出合理解释。在课堂中学生很容易联想

到上课传纸条类似于空间和时间阻碍了人和人之间的接触于是产

生了文字。从班规的角度研究族规，以加深对“克己复礼”的理

解。或者在《礼治秩序》《无讼》等课堂上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观

察自己的家庭甚至家族，谈谈城市与乡村的不同，这样学生既能

以各种熟悉的事例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子承父业分析到乡

土中国是“礼治社会”， 也能分析到乡土中国在当今社会的发

展，进一步谈到因时代发展费孝通《乡土中国》的观点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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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辉工作室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所带来的舞台

设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非写实化舞台例子，一个倾斜的舞台加上

枕头，它可以是屋顶也可以说床也可以是楼梯，非写实化舞台

有着更多想象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感是观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所建立的。这样的舞台设计可以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营造出无限

的空间想象。使观众主动的进入空间当中。

而演员黄湘丽在演出中也呈现了跟舞台设计契合的空间感塑

造。从舞台最深处徘徊出场再慢慢从斜顶上走下来，从观演关系相

对独立的空间中，一点一点打破“墙壁”，挖出一个洞，再从洞中

钻出来，直面观众，甚至长时间盯着一个观众述说台词。时而独立

时而交互的能量释放也让观众的内心空间不断解构重组，也随之从

空间的纬度表现出角色当时内心的不断解构与重组。

3　演员如何塑造良好的空间感去营造有机的观演关系

首先，在任何舞台中，空间感的塑造都要从观众角度出

发，让要观众从内心建立起一个独特的空间。其次，要注重真

实和虚拟的有机统一。无论是现实主义戏剧还是实验戏剧，没

有选择的空间塑造，对于观众而言是失败的。演员也要在不同

的舞台空间中寻找自己空间塑造的心理支撑。当代最著名的剧团

之一——欧丁剧团，就很注重对于空间的运用，独创的风之舞

也在训练中让演员与社会建立联系，不断地构造自我空间，而

运用到表演上就让观演关系更加有机。演员用自己的能量包裹观

众，再从角色内核出发去有机的选择自己要呈现给观众的空间。

4　结论

演员通过释放自己的能量构造出千变万化的无形空间以取得

与观众的有机联系，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戏剧服务，为了更

好的诠释角色与剧本。此时此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不是一个孤立

无助的人，而是一个有着强大无形气场的“神”，用着这股能

量可以激发观众的情感，从而建立起一种“不得退席”的关

系，通过身体传递能量，或使身体成为交流第一手材料的场

所，使观众可以获得更好的戏剧体验。正如特佐普罗斯所期盼

的：我们打破封闭自我的潘篱，让无意识的形象浮现出来，载

着我们飞越已知的极限，在空间中自由的遨游。当代许多训练

方式如ATTIS、铃木忠志训练法、欧丁训练法等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借助演员自身释放的热量来寻求四周空间的回馈，让所处空

间的能量集中于演员身体的核心部位。而这样的训练有利于演员

在行动中下意识的释放能量，从而建立生动的观演关系。所以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最革命的事情莫过于找回失落的

身体，演员在创作中，可以借鉴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的理

论，回归本我，把自己当作戏剧的核心，不是用经验演戏，而

是用能量、用生命，并借助像流水般运动着的无形空间，找回

观众与演员之间最本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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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培养学生质疑批判的精神，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3　文学写作与深度探究

“整本书阅读是一种深度学习，要求以创新方式向学生传递

丰富的核心学习内容，引导他们有效学习并能将其所学内容付诸

应用。”[ 4 ]阅读《乡土中国》不是为了研究社会学，而是培养

学生的阅读习惯与阅读思维，不能忽视其中的语文味。这就需

要把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

我在《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课堂中，谈一谈什

么是文字下乡，为什么要实行文字下乡，费孝通是否支持文字

下乡活动，作者怎样论述他的观点的，请具体阐析。针对当今

的“脱贫攻坚”、“教育扶贫”等社会背景，你认为如今的

乡村是否需要文字下乡活动。这样可以让学生了解费孝通认为中

国的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不适宜文字下乡。但当今社会

从经济、文化、政治多个方面，城乡结合，需要文字下乡。

通过这样的训练，我发现大部分学生对当今的中国发展，特别

是农村的发展有深刻地认识。教育的目的重在立德树人，将当

今社会发展与教学结合起来，有利于培养学生们认识中国、关

怀中国、立志服务于中国的情怀。

我还设置了这样一堂写作课。任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每个中国人的追求，如果说《差序格局》《维系着私

人的道德》告诉我们“修身”的重要性，那么《家族》告

诉我们为什么在中国人的眼中“齐家”是那么的重要。同学们

或多或少对《红楼们》有所了解，从鼎盛时期到树倒猢狲散的

贾府是如何体现费孝通的“小家族”观念的。整本书阅读是未

来阅读课的发展趋势。其中《红楼梦》亦是高中必读书目。通

过这个问题可以将《红楼梦》与《乡土中国》联系起来，引

导学生们的深度阅读。同时中国的土壤滋养了很多乡土作家，

产生了许多乡土文学。如赵树理、迟子建、路遥、莫言等。

可以让同学们阅读《乡土中国》的时候与他们的文学作品联系

起来，进行深度思考。比如我们学习过的《少年闰土》，你

认为少年的迅哥儿和闰土谁聪明？谁“愚”？我们学习过的

《我爱这土地》，你认为诗人艾青为什么会写我爱这“土

地”，而不是爱“大海”“爱天空”？让同学们在这样的基

础上讨论与写作，可以培养学生们的文学素养、厚植家国情

怀、加强对传统文学的理解与热爱。

整本书阅读逐渐走进高中课堂，作为一线老师需要把握住时

代的风帆，带领学生在阅读上走进更深更广的领域。《乡土中国》

是一部研究社会学的经典学术著作，如何深入浅出的带领学生阅

读和理解并达成教学目的是重中之重。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静

下来深思，辩论可以激发学生思维的碰撞，调查研究促进学生对

文化的理解，文学写作可以带领学生进行更深度的理解与创造。

采用多维的课堂活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多样的阅

读方法和阅读习惯。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M].2017

年版2020年修订:11.

[2]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M].2017

年版2020年修订:12.

[3]东尼·博赞.思维导图.化学工业出版社[M].2014

[4]顾之川.怎样阅读乡土中国.语文建设[J].2019.12

作者简介：王进（1991-），女，汉族，山东冠县人，教

师/一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高中语文教育。

-------------------------------------------------------------------------------------------------------------------

（上接 8 7 页）


	教育教学8期正文_88.pdf
	教育教学8期正文_8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