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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视域下高中《边城》教学策略探究 
李秋一  邹雪 

（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自贡  643000） 

摘要：新课程标准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这一任务群放在任务群之首，说明其对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在应试

教育的影响下，传统的阅读教学忽视学生的思维过程，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边城》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展现出人

性的善良和美好，值得师生共同研读的经典作品。论文从新课程标准出发，从《边城》小说特性入手，结合高中学生的学情，研究

整本书阅读视域下《边城》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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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引导学生通过整本书，

拓展阅读视野，建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在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下，学生阅读思维固

化，阅读视野狭窄，没有形成系统的读书方法，导致“读完忘完”

的阅读效果，因此，整本书阅读在阅读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边

城》是人教版必修五的一篇课文，可见，《边城》具有重要的教育意

义。在整本书阅读视域下进行《边城》教学，可以让学生在了解作

者的基础上深入了解作品的内涵，从而建构阅读经验。因此，在整

本书阅读视域下对《边城》进行教学策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课程改革以来，整本书阅读得到语文研究界的重视，一线教

师关注到进行教材片段阅读时应融入整本书阅读。但由于教师和学

生长期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一直没有办法突破阅读教学的“瓶颈期”，

这就需要不断探寻突破点。为了更好的呈现“整本书阅读”的研究

现状，笔者在网上进行关键词检索，发现有关这一话题的学术期刊

共有 787 篇，学术论文共有 479 篇。检索发现，前人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整本书阅读”教学探究，但对《边城》的整本书阅读研究较

粗略。因此，论文主要在整本书阅读视域下进行《边城》教学策略

研究，为整本书阅读教学提供有效的方法，从而提升学生的语文素

养。 

一、“整本书阅读”概念界定 
“整本书阅读”字面意思解释为：阅读一本完整的书。从古至

今，我国的阅读教学都是采取一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模式。但从 2017

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起，

学界对其并没有一致的定义。根据学界研究者的不同定义总结出“整

本书阅读”在阅读内容方面不同于单篇阅读和群文阅读，从一本完

整的书出发，阅读量更大，文章结构完整，思想内涵更丰富；阅读

方法上整本书阅读冲破语文教学狭小格局的深阅读、深度学习，需

要精读、泛读的灵活转换，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的深度整合，正式

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对接融通。[2]根据论文研究内容，笔者认为整本

书阅读是在语文课程中让学生以《边城》整本书阅读为学习任务，

围绕新课程标准有计划有目标的制定学习目标与内容，在阅读过程

中形成自己的阅读方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树立正确的三观。 

二、整本书阅读视域下高中《边城》教学的研究意义 
（一）提高教师专业能力 

整本书阅读打破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学生很难适应，所以，

教师是整本书阅读教学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整本书阅读需要

教师去多方面深入解读文本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就要求教师在

让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之前熟悉文本，查阅资料并进行整合形成自

己的观点。在这过程中教师扩大了阅读量，提升了文学素养。整本

书阅读更具有综合性和灵活性，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边

城》的特点和学生情况来进行教学设计，在这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准

确地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来调整教学方法，保证学生高效进行《边

城》的整本书阅读。这无形中提高了教师的专业能力。 

（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目前，语文课堂上的类似《边城》这样的长篇小说教学模式比

较单一固定，基本上都是学生自行阅读——介绍作者、背景——概

括主要内容及主旨——赏析重要片段。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

思维只停留在教材中所截取的小说片段，对文章的理解也只是浮于

表面，不能进一步解读文本，思维模式固化。长此以往，学生也会

丧失阅读兴趣。整本书阅读模式打破这种单一的教师讲解模式，而

是采取课内外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学生自主阅读、撰写笔记、交

流讨论为主，教师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学生阅读，这创新了课题教学

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的兴趣。 

（三）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高考指挥棒影响下，语文教学模式长期处于急功近利的误区，

在“科学化、有序化”的口号下，把语文教学引入了标准化、僵死

化的死谷，引入了只为掌握知识点的精神黑洞，“标准化”扼杀了学

生的创造性和独立精神，“知识点”剥夺了语文本身的丰富性和学生

的学习兴趣。[3]在僵化的学习氛围下，学生很容易丧失对语文学习的

兴趣。整本书阅读要求教师带领学生静下心去精读《边城》这种经

典文学作品，让学生从作品中去思考、探索、研究，从而领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魅力，感受学习语

文的乐趣，从而增强学习兴趣，提高语文素养。 

三、整本书阅读视域下高中《边城》教学目标的选择 
《边城》中的故事情节清晰明了，人物形象也非常鲜明，但其

中蕴含的感情色彩十分强烈。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作品有

一个很好的阅读体验并且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根据学生的学习

情况和作品特点，笔者将整本书阅读视域下高中《边城》教学目标

确定如下：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1.了解作者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特点； 

2.理解《边城》题目的含义，把握作者的创作目的； 

3.了解小说散文化的语言特点； 

4.梳理故事情节，把握作者在《边城》中表现的古老湘西的人

生形式； 

5.分析故事人物形象，并对其进行理解和分析； 

6.理解并挖掘故事的深层意蕴。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自读法；让学生自行阅读作品，把握作品大意，得出自己的

观点，培养阅读习惯，使其总结出自己的阅读方法。 

2.研讨法；学生与他人进行多向信息交流，要求学生积极参与，

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拓展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加深学生对

作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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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结法；将作品与实际生活有效联结起来，进行跨时空交流，

拉近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多角度理解作品内涵。 

4.引导法；教师依据学生掌握的知识情况来加以点拨指导，发

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悟作品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树立爱世界爱人类的

情操； 

2.了解古老的民俗及其丰富的内涵，培养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 

四、整本书阅读视域下高中《边城》教学过程设计 
（一）入情境、寻基调 

兴趣是学生 好的老师。学生面对《边城》并不陌生，但是没

有“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充分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去感受《边城》

的魅力。鉴于此，笔者设计了如下教学策略： 

1.展示湘西图片，营造边城氛围； 

2.展示电影片段，吸引学生学习兴趣； 

3.阅读作品片段，初步感知美感； 

4.展示阅读评价，寻找作品基调。 

（二）知作者，晓背景 

介绍作者沈从文以及作品《边城》。 

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

大师之一。沈从文是 30 年代“京派”的重要作家，他所独辟的“湘

西世界”，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永恒意象和美好回忆之一。 

《边城》以 20 世纪 30 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

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

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人性的善良美好。 

（三）入作品，深感悟 

1.设计任务，提高阅读积极性 

对整本书的阅读不可能让学生在课堂上花时间来完成，只能让

学生在课下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对于阅读，很多学生感到迷茫，

读完也不知道作品讲述了什么内容。为了让学生完成高效阅读，教

师应设计任务，对学生的阅读进行引导。因此，阅读任务如下： 

①阅读作品解释何为“边城”？ 

②仔细阅读《边城》内容，自行选择其中一个 打动自己的情

节，剖析人物心理，将人物的情感，通过拍摄短视频的形式展现出

来。 

③以小组的收集归纳阅读中的问题。 

2.深入感悟，提高审美鉴赏力 

学生通过对作品片段的阅读，对作品有一定的了解，但没有整

体的认识。整本书阅读有助于学生通过反复感知课文，通过对作品

的整本把握从而深层次理解作品内涵，提高审美鉴赏力，此过程中

笔者的教学环节如下： 

①将喜欢的句子标注，并在富有感情地朗读。 

②写一段广告词宣传《边城》中的语言特色。 

③组织交流疑惑，解决自读问题。 

3.梳理情节，增强文章感悟力 

“把厚书读薄，把薄书读厚”，[4]梳理情节在帮助学生将《边城》

变成薄书，合上书也可以将故事情节全部复述。只有这样，学生才

可以快熟掌握文章结构、准确理解文章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增强文

章感悟力，基于此，笔者的教学环节如下： 

①归纳并总结文章内容，请用 500 字写一篇故事梗概。 

②根据文章情节内容画出思维导图，梳理作品中人物关系，并

探究“这个人”究竟会不会回来。 

③开展读书交流会，学生交流分享对作品中情节起伏和人物形

象的理解。 

（四）析意象，思关联 

沈从文认为“一个短篇小说作者，肯从中国传统艺术品取得一

点知识，必将增加他个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5]意象

是古典诗词中的不可缺少的元素，但沈从文在《边城》中将他对生

活的感悟化为一个个代表性的意象，带领读者领略美好的湘西文化。

为带动学生的联想力，教学环节如下： 

①对“碾坊”与“渡船”意象探析。小组合作找出文中出现“碾

坊”与“渡船”意象的句子，通过教师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分析其

中的象征意义。 

②对“黄昏”意象探析。通过小组分类的方式将“黄昏”意象

进行分类，并形成表格进行展示。 

③对“大鱼”意象探析。重点分析“大鱼咬你”这句话，并形

成分析报告。 

（五）找异同，明主题 

教材中的节选片段只能满足教学需求，并不是提高感受文学经

典作品的魅力。整本书阅读虽然能让学生整体把握一部作品，但对

提升学生的也阅读思维能力是不够的。为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进

一步掌握作家及《边城》特色，教师应在整本书阅读的基础上带领

学生阅读类似主题的其他作品，基于此，推荐学生阅读巴金的《寒

夜》以及沈从文作品《湘行散记》。 

（六）晓方法，作拓展 

叶圣陶先生说：“阅读程度不够的原因，阅读太少是一个，阅读

不得法尤其 重要的一个。”[6 由此可见，指导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尤

其重要。通过前面的教学环节，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掌握作品内容，

进行相应的拓展延伸是必不可少的，基于此，教学环节如下： 

①总结阅读方法，形成合适自己的读书方法。 

②联系自己的读书感受，给沈从文先生写一封书信，与其分享

读书心得。 

五、结语 
整本书阅读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还能拓展学生的阅读

视野，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表达交流能力。整本书阅读在面对高考

的压力下，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一个考验。学习的 终目的的“全面

发展”，教师和学生都不应限制于教材中的内容。整本书阅读带领学

生跳出教材，加深对学习的认识，因此，教师进行整本书阅读教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分析了整本书阅读视域下高中《边城》的教学策略，可以

看出，在进行整本书阅读时分为初读和深读两部分。初读时，学生

要了解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知晓作品情节，能概括主要内容；

深读时，就需要学生根据其中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交流并掌握作品的

内涵。但不管是在初读和深读时，都需要学生充分发挥主体地位，

不以教师的讲解代替或限制学生的阅读与思考。教师的主要任务是

提出学习目标，组织学习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交流。在教学过

程中，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形成阅读方法，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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