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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分享策略研究 
◆张  静 

（河北省邯郸市新兴中学  河北邯郸  056300） 

 
摘要：本文围绕小学语文课外整本书阅读的分享策略进行探究，探讨了

不同特点的课外书籍适应的读书分享活动，进而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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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阅读，是语文学习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在当今语文
学习中“得阅读者得天下”。但无论哪个版本的语文教材，虽然
选文各具特色，都是有代表性的优质范例，可是在阅读量上都远
远达不到学生的需求。所以课外阅读就作为语文课内学习的必要
补充，越来越引起师生们的重视。读前激发阅读兴趣，读中指导
阅读方法前人有了很多的经验总结，我现就读后如何开展丰富有
趣的读书活动进行了一些浅显的探索，总结如下： 

一、争先恐后，分享记忆。 
竞赛是学生 喜欢的学习形式之一，也是 为快速有效的记

忆方法之一，所以针对学生这一学习特点及学生年级特点、书籍
内容特点我们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竞赛。1、背诵大赛。低年级
小学生的必读书目《百岁童谣》，选读书目《笠翁对韵》都是朗
朗上口的小诗小文，组织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背诵下来，然后进
行背诵接龙比赛，或者背诵小状元的评比，看谁背得 熟练，篇
目 多，大大激发了学生的阅读热情，同时也为低年级学生积累
语言素材，培养语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2、赏读大赛。对于中
高年级的学生，除了简单的背诵要求之外，欣赏诗的韵律，感受
作者所表达的情感是更高的要求，所以赏读《繁星.春水》这样
的小诗集时，诵出意味，诵出自己的理解，比一比谁诵读得更美
是重点，这样一来，甚至可以激发出学生的创作欲望。3、知识
竞答比赛。对于《昆虫记》、《动物王国大探秘》、《十万个为什么》
这类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类的图书，我们可以根据书中广泛的知识
点，展开知识竞赛，让学生带着热情去阅读，在知识竞赛中尽情
展示自己，既收获了知识，又赢得了信心，一举两得！ 

二、动手实践，分享所得。 
如果读书仅仅是读，不让学生动手去做一做，不让学生参与

其中，就好比是纸上谈兵，很难让学生对书籍内容有更加深刻的
理解。所以在读书的过程中，布置相应的学习任务，让学生有更
好地读书参与感，也是提升学生阅读兴趣、提高阅读效率的好方
法。1、做思维导图，理清整本书的条理。对于《海底两万里》
和《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样有路程横轴或时间纵轴的书籍，依据
某一条线索制作思维导图，整本书内容一目了然，便于学生把一
本读薄，读通透。对于《名侦探柯南》这样的书籍，逻辑推理性
强，让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故事做出思维导图，就能很快速地梳
理故事情节，同时也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2、做手抄报。
手抄报可以在方寸之间图文并茂地展现一个主题，是适合各年级
阶段、各种书籍类型的一个读书活动。如：在读完《讲给孩子的
中国地理》这本书之后，大家各自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或画出山川地理的风貌，或用文字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或配上
一曲当地的歌谣小调……当一幅幅风格各异的手抄报展现在大
家面前时，中国国土的地大物博，风情万种也就淋漓尽致的自然
呈现了。3、人物推介会。有的书籍里面人物众多，各具特色，
不妨让学生选取其中一二，进行有效整合，全面了解。如《中国
神华故事》和《水浒传》这两本书，其中无论是上古神仙还是一
百零八个好汉，个个都是人物性格鲜明，与不同人物有着不同的
关系，出现在不止一个故事中。当学生为其中某一个人物画好人
物画像，完整地搜集到关于他的全部资料，在台前胸有成竹地介
绍时，一个个丰满立体，性格鲜明的人物便跃然纸上，学生自然
也就对整本书的内容融会贯通了。4、亲手试一试。游戏是孩子
的天性，自己亲自动手试一试才能真正领略作者的乐趣所在。所
以，遇到《让孩子着迷的 77x2 个经典科学游戏》这样的书籍，
读得再多都不如让孩子亲手去试一试，在游戏中真实体验科学实
验带来的乐趣，把书读活。 

三、身临其境，分享感悟。 

如果说读完一本书，记住书中的内容，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情
感是读书的基本要求、是低层次的阅读，那么更高的深层次的阅
读就是能够身临其境，想作者之所想，并形成自己的思考，有自
己独特的感受。1、看一看，比一比，写一写。像《三毛流浪记》、
《阿凡提的故事》、《骆驼祥子》等很多这样经典故事都被拍成了
动画片或者影视作品，利用现在发达的多媒体，让学生在读文前
后观看这些影视作品，使声光电声与文字进行碰撞，加深学生对
作品的理解，从而感受文字带给人们的想像空间，感受文字的魅
力。进而学生在读后看后所记录下的感受，也一定是 真实、
深刻的。2、故事会。在学生的阅读书目中，有些作品是成系列
的，其中故事很多，让学生把全系列的书都买来读完也是不太现
实的。所以对于《笑猫日记》、《淘气包马小跳》这类图书，我们
就采用故事会的形式，让学生把自己看到的，喜欢的系列中的某
个故事，分享给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大家就了解到了更
多的故事并交流分享读后的心得感受，让读文的感悟更加丰富、
深刻。3、辩论会。理不辨不明，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立体的，
丰满的，有积极的一面，也会有不少小缺点，对作品中的人物或
情节进行评价，辩论，更有利于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形成自己的
观点，有更深刻的体悟。如《长袜子皮皮》中的主人公皮皮：她
坚强乐观，自理能力强，但是也不拘小节爱吹牛；她可爱善良，
爱打抱不平，但是有时也说脏话，爱撒谎。这样一个小姑娘你到
底怎样看待她呢？相信在大家言语的你来我往中，她的形象一定
是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4、表演课本剧。更能够促进
学生去深入情节，揣摩人物的就是课本剧的表演了。从选择适合
表演的故事或片段，到找合适的同学结组，再到排练时每个人物
的语言、动作、心理的揣摩， 后道具的准备和运用，无不需要
下极大的功夫去研究文本，反复咀嚼之后才能输出。所以像《成
语故事》、《西游记》这样蕴含很多短小故事的，或者像《没头脑
和不高兴》、《爱丽丝漫游仙境记》这样蕴含夸张有趣情节的书籍，
都可以试着让学生演一演，当学生全身心投入到文字之中去的时
候，肯定对也就对作品就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当然，读书后可以组织的活动太丰富了，还有很多很多：做
个书签传递书香；抄录心仪的词句做成摘抄本珍藏；好书在班级、
年级中漂流，大家共享等等，都不无不可。我认为只要教师根据
书籍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兴趣所在，选取以上的一种或几种方法，
组织学生进行读书分享活动，用以激发学生的读书兴趣，抒发学
生的读书体会，让学生读有所思、读有所获，达到培养学生养成
爱读书、会读书的良好习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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