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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策略在《平凡的世界》中的应用
范凌燕　殷　斌

（山西省运城市平陆中学，山西 运城 044000）

摘要：基于核心素养下的整本书深度阅读指导策略的背景下，鉴于高中生在阅读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平凡的世界》为例，从

疑问式批注、循环式批注、点评式批注、术语式批注、共情式批注、拓展式批注、对比式批注七种方式来探究批注策略在阅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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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策略是一种主动阅读，学生可以将自己的阅读体验批注

在任何位置，批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究和再创作，创作过程实际

上也是思考呈现的过程。我在班级里尝试了在《平凡的世界》中

应用批注策略。

一、疑问式批注

学生将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疑问随时记录下来，这是一个思辨的

过程。例如在第十八章中，原文是：顾养民揩掉自己脸上的泪水，说：

“我不告诉你们……”学生批注为：面对欺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感受与做法，施暴者也许是自我欲望的满足，也许只是一种习惯。

而受害者中有人选择忍受，有人选择反抗。尽管可能得到了更残暴

的欺辱。而此时的顾养民深受老师喜爱，又出生于干部家庭，甚至

可以说是“无所畏惧”。为什么在面对欺凌的时候，他选择了忍受？

就人物本身而言，是他明白自己被打的原因，不愿深究，愿意和同

学和平相处？就作者而言，难道他想要塑造一个三好先生吗？

二、循环式批注

循环式批注是基于阅读的深入进行而言的，初次阅读与再次

阅读的体验完全不同，引导学生要反复阅读文本，每一次都要将

所感所悟记录下来，如此反复多次，就会积累经验和素材，提高

核心素养。例如第十八章中，原文是：话到此时，两位朋友便不

再言语，长久地陷入到一种沉思当中… …他们各自抽各自的烟，

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学生第一次批注：此时无声胜有声。第

二次批注：他们重情重义，任何时候都不会逃避自己对家庭和父

母应尽的责任。但他们又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他们无奈，他们

痛苦，他们挣脱不了可是又想挣脱。它们虽然出生底层，却有着

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他们此时的内心是多么的复杂和忧伤。可

以明显看出第二次批注的效果优于首次。

三、点评式批注

点评式批注是对文本内容或语言等各个角度写出自己或褒或

贬的评价，这最能体现学生个性化阅读的独特之处。例如第一章，

原文是：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消失在

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学生批注：我喜欢《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最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真实。它将视角聚焦于农村的普通群众。借助

时代的发展和大潮流，续写着黄土高原的故事。上述文字最具代

表性。在语言上，朴素无华地表露了作者的情感，创设了一个故

事背景，又造成了悬念，吸引了读者，让我们思考真正温暖的春天，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四、术语式批注

术语式批注是让学生将课堂上所讲的关于小说阅读的专业术语

运用其中，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还可以培养良好的

答题习惯。例如第一章，原文是：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

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 …就看见两颗泪珠慢慢的从脸颊上滑

落下来。学生批注：通过动作描写和细节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

孙少平一个人偷偷喝剩下的汤底的自卑敏感的特点。同时也表现了

他在做这件事情时，内心的羞愧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为下文他与同

病相怜的郝红梅惺惺相惜作了铺垫。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像孙

少平一样处境困苦的人的无奈，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五、共情式批注

在阅读过程中与书中人物的某种做法或情感产生了相同的体验，

进而将它记录下来。例如第六章，原文是：兰香什么话也没说… …

好给烦乱的大人们省些麻烦。学生批注：兰香的做法和我极其相似，

所以当我看到兰香时，顿时觉得看到了另一个时空中的自己，对于

这个小小的贫困的家庭来说，此时遇到了这样混乱的处境，而兰香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本应该在娇惯中长大的，但是她把自己力所

能及的家务都做了，她的行为诠释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

她身上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成熟与稳重，一定程度上也映照了童年生

活的不幸。但她的行为是顾全大局的，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学习和称

赞的。

六、拓展式批注

可以是一首诗、也可以是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例如第一章，

原文是：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点残汤剩水。房子的檐

水滴答下来… …往自爱的碗里舀。学生批注：此时的孙少平，让

我想起了《人生》中的高加林。高加林在失业后拎着自家的馍去

县城卖，他的自尊心与他的现状令他矛盾不已。两人的现状与心

理活动都极为相似，有着强烈的自尊心，而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心里痛苦不堪。我想与其说这是他们强烈的自尊心，不如说是他

们对贫穷生活感到自卑，内心充满了抱负而又难以实现。这正是

青少年常有的心理，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有着最伟大的梦想。

七、结语

综上所述，在整本书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注，就是让学生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实现自主阅读，教师的作用主要是指导与

点拨。运用批注式阅读可以让每个学生在阅读中学习独立思考、

质疑探究、自主建构和批判创新，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阅读体验，

引导他们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深入思考与探求，促使他们学会自我

归纳、自我思考和自我探究，在与文本和作者的交流中学会相互

沟通、积极对话、相互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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