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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一仿一写”推进整本书的阅读 
——以《骆驼祥子》为例的名著阅读策略探究 

◆阳丽丽 

（深圳市坪山实验学校  518118）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对每个年段的课外阅读量有具体的规定，2017

年更是明确提出“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2016 年的部

编教材明确提出“整本书阅读”的概念。通过“三课一仿一写”来推进

整本书阅读，既能关注学生的个性的体验，又能通过细节的挖掘，帮助

学生走进阅读，更有利于学生思维习惯的养成，形成自己对语言和文学

的独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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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要求小学六年课外阅读量在
140 万字，初中课外阅读量 260 万字，九年总阅读量在 400 万字
左右。2016 年 9 月试行的统编教材在阅读范围与阅读方法上对
名著阅读也有了具体的落实，明确提到了“整本书阅读”的概念。
2017 年课标进一步明确提出“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
本的书”，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位列 18 个学习任务群之首，
并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个阶段。 

如何带着学生有效地推进整本书的阅读，笔者以七年级下册
的名著《骆驼祥子》为例进行了以“三课一仿一写”的策略探究。 

阅读前——导读课激发兴趣，明晰方法与任务 
导读课通过教师引导下的活动，让学生粗略感知整本书的内

容，主要在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帮助学生制订阅读计划。导
读的方式多种多样：借助影视片段、制作人物名片、读序阅跋、
浏览目录等，或提取要点、或设置悬念。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
是调动学生兴趣，促使学生参与读书活动。 

《骆驼祥子》导读课上，笔者从 2018 年深圳市的中考名著
阅读题引入，用试题猜答案激发学生的兴趣。然后全班一起共读
第一二章，同时提出要求： 

1.请分别给两章拟个小标题； 
2.给每个章节提出 2-3 个问题。 
学生完成任务之后，进行小组合作，汇总问题。接着，进行

小组比赛，一个小组的提问题，别的小组进行回答进行竞赛。 
部编教材强调一课一得，一书一得，由一本书到一种阅读方

法。阅读《骆驼祥子》特别指出阅读方法：圈点批注。在活动之
后，用示例的方式教学生如何进行圈点批注。给学生提出明确的
阅读任务，每天中午至少阅读一章，阅读时圈画精彩段落或语句，
给每个章节拟一个标题和提一个核心问题。  

兴趣的“保鲜”需要合理的计划支持。在激发阅读兴趣的基
础上，进行方法指导，制订阅读计划来分解整本书的阅读任务。
《骆驼祥子》共 24 章师生共读计划 20 天左右阅读完，每天阅读
20 分钟，带着任务进行整本书的阅读，使阅读不流于表面。 

阅读中——每日一仿写，积累的同时学习写作 
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有太多可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细腻的心

理、逼真的神态、个性化的语言、生动的景物。在阅读的过程中，
通过选取优秀段落给学生仿写，即增加阅读的兴趣，又积累和运
用了词语。 

在《骆驼祥子》中，无论是人物，还是景物环境描写，都是
精彩绝伦。在阅读中，笔者从人物和环境描写选取片段，让学生
进行仿写。 

例如，文中关于“酷热的天气”的描写： 
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

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
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

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
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像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
狗爬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
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像要被晒化。 

文章有许多这样精彩的描写，酷热的天气、狂风的天气、暴
雨的天气、大雪的天气。还有祥子的三起三落的心理，对北平的
感情、对虎妞的感情等。读着这些文字，犹如遭受着恶劣的天气，
犹如看到一个祥子在生活的折磨下一直在努力，又总无法走出贫
穷的漩涡的挣扎与悲凉。 

根据阅读的速度，笔者每周布置三次仿写任务，以祥子的矛
盾的心理描写、生动的景物描写、突出的手法三个方面为线条先
在文章赏析，再在阅读笔记本上仿写，既推进整体书的阅读，又
能增加学生的语言积累，提升语言的运用能力。 

阅读中——推进课梳理指导，让学生边阅读边思考 
推进课是推进整本书阅读的一个中间站，它既是全前半部分

阅读的一个督促与检查，也是推动后半部分有效的阅读的保障。
七年级学生学习任务重，每天用于阅读的时间不多，不能集中时
间来阅读整本书，每天的阅读又较为琐碎。片段式的阅读，如果
不能及时梳理，就难以成为一个整体的感知。 

《骆驼祥子》在非常吸引学生的，是他与他的车的故事，他
周围的人物也似乎都是围绕着他的车而联系在一起的。在阶段小
结课时，笔者首先用类似于下面的一个表格将学生前十二章的学
习任务整理归纳起来： 

章节 标题 人物 性格 
1    

… …. … … 
在这张表格里，人物和事情就非常清晰，笔者带着学生去探

究，这些主要人物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他们对祥子的有哪些影
响？ 

通过学生在阅读时的圈点批注，分析年轻的光头、大兵、孙
侦探、杨家太太、曹先生、高妈、刘四爷、虎妞等性格，进而探
究他们的出现对祥子买车丢车的重要影响。大个子和大兵让祥子
丢失了第一部车，孙侦探让祥子丢失了第二次买车的钱。祥子的
命运到底如何？谁给了祥子希望和梦想？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
下一阶段的阅读，无疑会更增添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会让他们在
阅读中更加深入的思考。 

阅读后——总结课探究规律，追根溯源促思辨意识 
名著的整本书阅读囿于学生阅读的时间与探究的精力，面面

俱到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初一学生年龄小，对名
著的阅读往往呈现的是碎片化的感受，对主题的思考往往浅尝辄
止，重点探究课应该由教师确定名著的教学价值，据此设计相应
的总结或交流分享课。以问题驱动、任务驱动的方式引导学生展
开探究交流，在互动碰撞中，实现内容的统整，让文本生发出丰
富的创意，让学生深入把握作品的内涵。 

《骆驼祥子》最为精彩的就是祥子那多舛的命运，让人窒息
的人生和一张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挣脱的网。在总结课时，笔者
再用一个表格将学生在阅读过程的学习任务整理归纳起来。这时
候的表格，人物和事情就非常清晰，能很快看出事件的特点和规
律。在全文中，祥子的命运似乎总是离不开“三”，三次买车、
三次买车、三次生病、三户包月的人家、三个女人，在这样的三
起三落中，祥子彻底地从一个健壮、坚忍、善良、诚实、有梦想
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自私、懒惰、贪小便宜、吃喝嫖赌地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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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加深了对人物的深层次的理解。 
接着，笔者用三个问题，让学生合作探究： 
1.是谁让祥子的梦想破灭的？ 
2.假如小福子没有自杀，祥子带着她来到了曹府，他们会过

上祥子梦想的生活吗？ 
3.在当时的社会，祥子到底要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让学生充分的讨论探究，多角度多方位的思考。年轻的光

头？孙侦探？曹先生？虎妞？小福子？刘四爷？夏太太？二
强？……好像是这些人将祥子一步一步推向了深渊，又好像跟他
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好像每一次丢车都与祥子自己有关系，是祥
子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些人像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祥子，
即便是祥子带着小福子离开那个破旧的胡同，来到曹府，他们也
依旧挣不脱那个无形的网。于是自然而言得出结论：要想实现梦
想就要推翻那个黑暗的社会。 

在环环相扣的问题的探索中，学生会鹏发思想的火花，会真
正体会当时社会的现状，会理解名著的真正意义。 

阅读后——读书随笔，各抒己见百花齐放 
读书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创造性表现在我们在阅

读的时候，会有所思考，这种思考源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对作品
的理解的深度。而读书随笔是表达感悟和反思的最好的途径，通
过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 

在布置读书随笔之前，笔者给学生讲解自己最深刻地一点体
会，在当时那个年代，像祥子那样生活在底层人们，到底要如何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作品的第八章和二十三章，分别有这样一段话：“他们想
不到大家须立在一块儿，而是各走各的路，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
住了各个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
中各自去摸索个人的路。”“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
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

上，连飞也飞不起来。” 
这些话语都告诉读者，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一个人的努力

是微薄的，唯有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推翻这个社会。 
然后，要学生结合自己对这本书感悟最深的地方，找好一个

角度，尤其是人物进行创作。比如：有双面性格的人物虎妞，给
了祥子希望又没能彻底帮助祥子的曹先生，不保家卫国反而抢劫
老百姓的大兵，与祥子完全不同理念的高妈，重男轻女到最后连
女儿的坟都找到不的刘四爷等。 

在最后的阅读栏的展示中，学生们会领略不用的风采，感受
不同的体验，迸发更多的思想和领悟。 

统编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先生强调：初中加强“名著选读”，
注重“一书一法”，培养热爱读书、喜欢思考的人。通过“三课
一仿一写”，教师在读前、读中、读后三个环节中进行的阅读策
略指导，使阅读监督、提升阅读效果有了具体的方法，使学生能
够有效的推进整本书的阅读。更有利于学生思维习惯的养成，能
运用批判性思维审视言语作品，探究和发现语言现象和文学现
象，形成自己对语言和文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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