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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 0 1 7 年版）》，将“整

本书的阅读和研讨”位于十八个学习任务群之首，越来越多的

中小学老师开始关注整本书阅读。怎么组织实施整本书阅读教
学，有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其中，美国认知主义心理学家杰

罗姆.S .布鲁纳（Jerome S. Bruner)在《教育过程》一书中

提出的问题教学法（又被称为探索法、发现法）在整本书教学
中，不仅可以驱动学生主动探究，而且在引发学生经历高阶认

知的过程中，也同样效果显著。本文就问题导向教学法在整本

书教学中的应用为中心，以《西游记》、《呼兰河传》的整
本书教学实施片段为案例，详细阐述问题导向法在整本书阅读教

学实施中的应用。

问题导向又称探索法，研究法，现代启发式或发现法，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问题的提出、探究、表达贯穿整个教学实施

现场。下文以此为行文顺序，逐一进行阐述。

1  问题的提出
读书、思考、提问，是整本书研究性阅读课程的起点。提

出问题，是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能够始终热情、专注地探究整

本书的关键所在。根据提出对象的不同和教师操控的难度，分
为四种：一种是教师在读书的过程中，遇到自己感兴趣，且在

本人研究能力以内的问题，然后根据自己的研究结论，设计连续

性的问题或者学习任务，让学生按照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思路
抵达自己的研究结论，此为传递式专题教学路径；一种是教师提

出一个问题，但是学生可以选择研究路径和研究结论，此为限定

性专题教学路径；一种是问题由学生提出，学生有提出问题的权
利，教师凭借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帮助学生解决这个问题，开展

深度的研究，此为开放式专题教学路径；一种是学生提出问题，教

师辅助学生解决问题，但是更关键的是，教师在此过程中，要通
过适当的方法，使学生形成完成的阅读活动链条：“阅读—发现—

探究—表达”，使学生自觉内化其“支撑条件”，真正做到“授人

以渔”，此为发现式问题专题教学路径。
这四种自有价值，相比之下，限定式优于传递式，因为学生

可以更多地各抒己见，发现式优于开放式，因为，前者有一套标

准和程序，确保了语文学科的立场，避免了漫无边际的讨论。基
于此，本文就其中两种问题重点论述。

1.1限定性问题的提出——以《西游记》原著教学实施为例

《西游记》原著课程安排对象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四大名著
中，《西游记》除了本书最突出的艺术特点——神魔世界的想象，

还有八十一难“积木式”的叙事方式模式，本书的经典篇目中常

常有数字“三”的出现，比如三打白骨精、三调芭蕉扇、一圣斗
三魔、车迟国三怪、唐僧收三徒、三探无底洞等，“三”频繁出现，

可以探究《西游记》的体裁、叙述模式、叙事效果、作者意图等

很多方向，以此作为“小切口”，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研究对象确定后，我们还要挖掘研究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教

师组织学生对“《西游记》中为什么频繁出现数字‘三’”这个问

题进行追问，然后教师对学生追问的问题进行罗列，分类，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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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删除“伪问题”，辨明“真问题”，再次排序，梳理，用以启

发学生找到解决路径。

师生罗列、分类、讨论、不断追问、重新排序问题，最后问
题如下：

1.《西游记》中用“三”来组织故事情节的有几处？

2.有关“三”的故事情节或者物品分别出现在什么地方？
3.“三”在每个故事中分别是什么作用？

4.除了《西游记》，其他书目中有没有用“三”来组织故事情

节的现象？
5.其他书目中，数字“三”的作用是什么？

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归纳概括中《西游记》的叙

事艺术，以及该叙事艺术的价值，并且能对学生以后故事的写作
起到启发作用，这就是研究的价值所在。

1.2发现式问题的提出——以《呼兰河传》教学实施为例

《呼兰河传》课程安排的阅读对象是五年级的学生，作为一篇
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它淡化故事情节，而且看待事物也往往是散

点透视的，逻辑性不强，这就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对了解作

者想要表达的思想的理解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哪些问题是好问题，
有研究价值去研究，研究过程中需要哪些文献材料的支持，如何

归纳总结研究结果，如何撰写研究论文，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以下步骤可引导学生学会提问。
教学内容和解读：（1）阅读《呼兰河传》第一章，请学生复

述和总结第一章的内容，（2）其他同学针对该同学的复述进行补

充，修正，讨论遗漏和修正部分的必要性。（3）学生整理听课前，
听课中，听课后自己阅读第一章的疑难问题。（4）教师收集问题，

引导同学对问题的做价值判断。对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指导学生

把自己当下的思考分成条目写出来。（5）教师组织选题教学，启
发学生从零散的问题中找到聚焦点，进而提炼出自己的问题。（6）

每个同学提交1-2个选题。（7）教师指导学生判断选题的价值，规

范选题的表述，最终每人定一个选题进行探究。
学生提出了大量的问题，经过我们筛选和判断，如下：

1.呼兰河城是什么样的？

2.作者为什么事无巨细的写呼兰河城的盐店、药店、牙店、学
校、电磨等很多生活设施？

3.作者为什么要花大量的笔墨来写那个大泥坑？

4.大泥坑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生活不便，为什么人们不填上呢？
5.卖豆芽的王寡妇、化子、染缸坊的学徒、扎彩铺的伙计、卖

麻瓜的、买麻花的、卖豆腐的，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的特征？作者

写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6.呼兰河的人有什么共同点？

7.作者这么细致刻画呼兰城和呼兰人的目的是什么？

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归类为关于呼兰河城的探讨以及关
于呼兰河人和精神面貌的探讨，我们发现，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

究，能够从中归纳概括出萧红的思想情感以及本书的主题，所以

很有研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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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的探究

2.1限定性问题的探究——以《西游记》原著教学实施为例

教师给出限定性问题，学生在完成追问，老师和学生讨论
筛选出对主问题的解决有研究价值的小问题后，接下来就是学生

开始探究的过程了。因为限定性问题探究的特殊性，同一起

点，但是任意路径，任意结论。通过师生讨论，学生对《三
打白骨精》的故事最为熟悉，这个故事也足够经典，故决定以

此故事作为切入口，设计相关的探究活动。

根据小问题，教师设计了《三打白骨精》中“三”的作
用、《西游记》中其他故事中“三”的作用、《西游记》中

“三”的作用的整体研究这三个环节探究活动。

观察以上案例发现，限定性问题的探究的思维过程，主要
按照“经典篇目的单独研究——和其他篇目的比较研究——书中

全体篇目的研究——其他书中相关篇目的比较研究”的逻辑来展

开的。教师在经典篇目的单独研究中，可以起到示范作用，给
学生们展示如何操作，如图标、思维导图等方式。以下以图表

为例：

学生可据此模型，根据《西游记》其他故事中的不同变
量，适当作出调整，以便找到总结出相关规律。

2.2 发现式问题的探究——以《呼兰河传》教学实施片段

为例
对《呼兰河传》第一章中的学生的问题经过梳理，教师带

领学生对其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两类：呼兰河城的问题；呼

兰河城里的人物的问题。在课上，教师可以选择2-3 个有代表
性的学生选题，如呼兰河生活设施的写作目的、大泥坑的写作

目的、呼兰河人的写作目的，呼兰河群像的写作目的等选题，

以此为例，教会学生研究思路、梳理概括、提炼观点等。
如大泥坑的写作目的的探究中，老师举例用思维导图梳理围

绕着大泥坑发生了哪些事情，用小标题的形式概括出来；仔细

阅读文本，找找每件事情发生后，“我”的态度；集合“我”
的态度，找到萧红的态度；寻找相关文献支持，确定萧红的写

作目的。同时教师需要在课下安排时间，对学生的每个选题做

具体的指导。
示范思维导图如下：

3  成果输出

随着问题导向教学过程的进行，学生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

感知文本到问题提出，通过师生不断的讨论修正和筛选自己的问
题，最后明确和聚焦自己的研究问题，进而思考研究策略研究

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并不是整本书阅读的重

点，问题解决是为了为学生提供充实的写作储备：学生在此过
程中，酝酿了情感，产生了思考，形成了高阶思维认知，所

以，接下来就是成果输出的阶段了。

成果输出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可分为思维导图这样的图像
和文字混合的输出、演讲输出、论文输出这样结构严密的逻辑

文字输出。

思维导图输出的好处是，能够形成形象的图像和文字信息，
进而对研究结果的论述有更感性和艺术化的处理。缺点是，探

索过程中逻辑的严密性和文字的表达性上，会逊色很多。

演讲输出的好处是能够展现探索过程中逻辑思维的过程，并
且对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是不小的提升，缺点是因为记忆的短时

性和关注度，听众在此过程中，不能够很好地吸收。

论文输出的好处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整个思维逻辑的完
整性，带有研究色彩，能够锻炼阐述问题的能力、写作能力、学术

能力，缺点是起点较高，过程枯燥。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生做论文

汇报之前，教师要给出详细的论文写作指导，才能保证写作效果。
在整本书教学实施的过程中，笔者建议，成果输出的方式，应

该设置相应的梯度，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有自行选择的余地。

比如《西游记》中关于数字“三”的研究，笔者设计了两个
梯度：

（1 ）请根据你总结的《西游记》中“三”在叙事中的

功能和作用，创作一个和“三”相关的童话或者故事。
（2 ）请以《< 西游记> 中“三”的功能和作用》为标题，

根据论文的格式，写一篇小论文。

比如《呼兰河传》学生可以通过探究，笔者设计了三个梯度。
（1）请用思维导图，选择合适的意象，绘制思维导图，并向

同学们展示和讲解。

（2）请用演讲的方式展示探讨结果。准备 p p t，最好设
置和听众的互动环节，确保听众听明白。

（3 ）请你以和老师商定好的论文选择，遵循论文写作格

式，写一篇小论文，并向同学分享。
4  结语

 读书必须先学会怀疑，问题导向教学法在整本书阅读教学

实施过程中，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将学生投入到提出问
题、探索问题和成果输出的高阶认知过程中，不但可以让学生

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更加深刻，而且能够培养学生语文学科研究思

维，形成学科研究思维的元认知系统，应该受到广大一线老师
的重视和关注。

参考文献：
[1]李煜晖.探索和发现的旅程——整本书阅读之专题教学

[M].上海教育出版有限公司,2019.

[2]杰罗姆.S .布鲁纳（Jerome S. Bruner),教育过程[M].
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2]吴承恩.《西游记》[M].人民出版社,2009.

[3]萧红.《呼兰河传》[M].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

王清姣（1990—），女，甘肃白银人，兰州大学汉语国际

教育，硕士，研究方向：整本书阅读。


	教育教学8期正文_121.pdf
	教育教学8期正文_12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