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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分析法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以《我与地坛》为例
武佳佳

湘潭县天易中学 湖南湘潭 411100

摘 要：2022 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了将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学习内容的组织与呈现形式，而“整本书

阅读”则为第三层面的学习任务群，其中也对学生的阅读方法提出了要求。散文在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占比较大，

同时学生在学习哲思抒情散文时因人生经历有限，存在一定的阅读障碍，逻辑思维和整体认知不够，因此更需要阅读

方法的指导。目录分析法能够帮助学生快速的把握整本书的整体脉络，进行整体感知。根据书本目录的分析，学生能

够在阅读存在困难的情况下，找到线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探索。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运用

目录分析法能够帮助学生训练独立阅读的能力，更好的提高学生的阅读体验，构建阅读整本书的经验。《我与地坛》

作为哲思抒情散文，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运用目录分析法能够使学生更好地体会到史铁生寻不幸命运救赎之路的心路

历程。

关键词：目录分析法；整本书阅读教学；《我与地坛》

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指篇名，即书的篇或卷的名称，

录指叙录，即书的内容，作者事迹，书的评价，校勘经过等

简要的文字说明
[1]
。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录逐渐演变成一个

学科——目录学，足可以说明目录的重要性。目录在信息的

搜集和处理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信

息的输入和解码的过程，将目录分析法运用在整本书阅读教

学上，能够帮助学生进行信息的输入和解码，在理解能力的

提升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目录分析法的内涵与价值

（一）目录分析法的内涵

目录是一种系统地组织和呈现书籍或文献信息的工具，

它按照一定的次序（如作者、标题、主题等）编排，包括书

名、篇名、作者、出版信息等。目录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能

够快速了解图书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反映图书的出版和收藏

情况，以及指导读者如何阅读和检索图书。目录分析法就是

通过对书本的目录信息阅读和分析，得出初步的感知。

以《我与地坛》为例，《我与地坛》是书的名称，目录

里包括了散文篇和诗歌篇两大篇，其下又各有篇名。作者史

铁生，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 年 12 月第一版……封底

上有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的

颁奖词。通过这些我们能够感知到这本书的大致情形和阅读

价值。

（二）目录分析法的价值

目录分析法能够帮助读者快速检索每章的信息，了解书

本的结构和内容。对书本有了整理了解后，我们可以按照目

录的提示进行阅读和梳理信息。当信息产生遗忘时，也能迅

速定位到目标区域，进行回顾。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对目

录的编排思路进行深入探究，为什么是这样的框架？为什么

用这个题目？这些标题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标

题是否可以换成别的内容？标题之间的顺序是否可以进行

调整？这些探究能促进学生对阅读内容的深度理解，更容易

产生个人感悟。阅读完之后，可以根据目录进行分析整理和

框架搭建。

对《我与地坛》的目录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其并非按

时间顺序进行编排，而且每篇散文都在文末标注了时间。在

对编排目录的顺序进行探究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感受到史铁

生语言中浓烈内敛的情感、深邃沉郁的哲思以及醇厚温良的

人文情怀并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

二.目录分析法在《我与地坛》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一）整本书阅读教学

2022 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总目

标中要求学生学会多种阅读方法，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同

时对初中学段的学生提出探索个性化的阅读方法和建构阅

读整本书经验的要求
[2]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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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群组织与呈现，第三层面的学习任务群为“整本书阅读”

和“跨学科学习”两个拓展型学习任务群。

整本书阅读任务群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多种方法阅读整

本书，提高整体认知能力。在中学生的阅读活动中，学生对

于阅读方法的掌握存在疑惑，同时阅读习惯还未养成，需要

对阅读方法进行指导，进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整本书

阅读教学中，更需要从方法入手，结合实践进行强化。

（二）《我与地坛》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实例

题目：寻一条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我与地坛》整

本书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开阔文化视野，积累文化底蕴。

2.感受史铁生语言中浓烈内敛的情感、深邃沉郁的哲思

以及醇厚温良的人文情怀。

3.通过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体会文本的景情事理，感

悟作者对自己苦难的深思。

4.涵养高雅情趣，具有感受美，发现美和运用文字表现

生命内蕴的意识和观念。

教学重点：通过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体会文本的景情

事理，感悟作者对自己苦难的深思。

教学难点：感受史铁生语言中浓烈内敛的情感、深邃沉

郁的哲思以及醇厚温良的人文情怀。

导入：

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有言：一个天天把死挂在嘴边

的人，不是在期待死，而是在渴望爱，一旦有了爱的回应，

那便是整个身心的救赎。今天让我们和史铁生一起寻一条不

幸命运的救赎之路
[3]
。

活动一：天光云影共徘徊——救赎之光照进的地方

最狂妄的年纪，也是史铁生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在热烈

的寂静中向死而生，从无言的意象中窥见救赎之光。

请同学们根据目录找出本书中的作者探寻救赎的地点。

请同学们按照“从____的________中我读出了______

的救赎之光”来谈谈自己的想法。

明确：地坛/北海的菊花/合欢树/友谊医院/陕北/胡同/

庙

示例：从荒芜并不衰败的地坛中我读出了共情沧桑宿命

的救赎之光

是啊，史铁生从等待他四百多年的地坛中感悟到了：死

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以

坦然的心态接受命运，堪破宿命，并理解的生命的内蕴在于

爱生活本身甚于它的意义。在北海的菊花和合欢树中被母爱

救赎；在友谊医院被友谊治愈；在陕北、故乡的胡同以及胡

同里的庙中被幼时的温情和宿命的信仰救赎。万物皆有裂

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设计思路：培养学生从目录中迅速提取信息的能力。

史铁生一再强调本书是散文而非小说，这是他关于内心

和灵魂本真的言说。每篇散文背后都标记了写作时间。

《我与地坛》 1989 年 5 月 5日

《秋天的怀念》1981 年

《合欢树》1985 年

《我二十一岁那年》 1990 年 12 月 7 日

《“忘了”与“别忘了”》 1987 年

《我的梦想》 1988 年

《好运设计》1990 年 2 月 27日

《“文革”记愧》1988 年

《相逢何必曾相识》1991 年 2 月 14日

《黄土地情歌》1991 年 8 月

《归去来》1992 年 9 月 1日

《散文三篇》1992 年春节

《故乡的胡同》1993 年 12月

《记忆与印象 2》2001 年 3 月 15 日

《记忆与印象 4》2002 年 5 月 13 日

这些篇目的安排调换为按时间顺序则是：

《秋天的怀念》1981 年

《合欢树》1985 年

《“忘了”与“别忘了”》 1987 年

《我的梦想》 1988 年

《我与地坛》 1989 年 5 月 5日

《好运设计》1990 年 2 月 27日

《我二十一岁那年》 1990 年 12 月 7 日

《相逢何必曾相识》1991 年 2 月 14日

《黄土地情歌》1991 年 8 月

《散文三篇》1992 年春节

《归去来》1992 年 9 月 1日

《故乡的胡同》1993 年 12月

《记忆与印象 2》2001 年 3 月 15 日

《记忆与印象 4》2002 年 5 月 13 日

从时间的的脉络中，我们有什么发现呢？是的，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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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时间段对生命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

绝望颓废——迷茫彷徨——探寻深思——堪破宿命—

—热爱生命

设计思路：通过对篇名的理解，结合篇末的时间，从时间

角度把握史铁生对生命内涵的理解，进而走进他的心路历程。

那我们是否可以按顺序排版呢？请小组讨论。

学生 1：可以，这样更能清晰的体会作者的心路历程。

学生 2：不可以，因为对生命的感悟是随着生命的递增

而加深的，不断地突围，不断的超越，明心见性，直至到达

更深的理解和体悟和更彻底的自我救赎。

设计思路：在对目录分析之后的谈论中，学生交流想法，

加深对整本书的理解和感悟。

活动二：星光满天月满地——芸芸众生中照见我和“我”

史铁生在救赎之光照进来的地方照见了自我，在儿时依

稀的回忆中，不堪言说的宿命无处不在。在本书中还有谁身

上有着史铁生的“我”呢？请同学们结合目录快速定位。

学生：中年夫妇，母亲，爱唱歌的小伙子，老头，漂亮

而不幸的小姑娘，约翰逊，朋友 C，立哲，北玲，孙老师和

苏老师，八子，珊珊，小恒，M，B老师，庄子……

设计思路：运用目录，快速找到自己需要阅读或者感兴

趣部分进行精读，提高阅读的效率。

这些宿命之下的人事让史铁生成为他自己，也见证着时

代的演变。这些人生百态既是作者堪破宿命人生体悟又是救

赎之路上的点点微光。面对无常的命运，我们最应该做的是

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浏览下面内容，并朗读加粗部分

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

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

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儿？我们再朝哪儿

走？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欢乐何在？我们的幸福何

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

入绝境了吗？

是的，我们已入绝境。

……

过程——只剩了它了。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

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

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

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

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

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

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

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

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

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

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

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

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

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

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

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

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

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

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

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

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

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

玩够，但你却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

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巧妙的

设计。

热爱生活本身甚于它的意义才是生命的内蕴。
[4]

学生朗读之后，结合整体感知来谈谈生命的内蕴。学生

们能够结合史铁生和自己的经历来纵向感悟。

设计思路：学生根据目录整体感知之后，进行文本细读，

文本细读时产生的疑惑又能重新结合目录来思考，两相印证

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活动三：一天明月照冰雪——青春是一场群山响彻疯狂

的摇滚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

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

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

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

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

坛上空飘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

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

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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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

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

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

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

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

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

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

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

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

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

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

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

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

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

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

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

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

上一只孤零的烟斗。

请同学们结合本书诗歌篇的 15 首诗歌，将上述内容改

编为一首现代诗。

示例：

铁生眼里的四季

于时间中

春是晨

夏是午

秋是黄昏

冬天是夜

于地坛的声响中

春是祭坛上飘浮着的鸽哨

夏是杨树对蝉歌的取笑

秋是古殿檐头的风铃

冬是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

于心绪中

春是残忍与渴望

夏是失恋

秋是向阳买花的回忆

冬是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

于梦中

春是树尖上的呼喊

夏是呼喊中的细雨

秋是细雨中的土地

冬是土地上一只孤零的烟斗。

设计思路：用不同的形式对所解码的信息进行重新编

码，结合了学生感悟信息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输出，深化整本

书的阅读体验。

作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请给过去处于逆境中

的自己的写一封信吧。

设计思路：在知识和个人生命体验的需要上，学生将内

化的知识进行表达，使学生进行自我提高

铁生寄语：幸与不幸，都是生命过程的精彩！且视他人

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

教学反思：在目录分析法的运用中，学生搜集文本信息，

检索文本信息，感悟文本内涵的能力得到了训练。学生能够

以目录为纲，提高阅读的效率，使教学活动更加高效，学生

的学习实效性良好。

结论：

在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活动中，目录分析法是符合学生的

学情和年龄特征的，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指导，学生在面对大

量文本信息时能够灵活运用该方法。通过篇名和书名的解

读，学生能够掌握文本价值引导的方向，能够更好的感悟文

本内涵，激发情感体验，反复深入本文细节，复习总结阅读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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