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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名著导读的“主问题”设计例谈
黄正学

龙冈初级中学　江苏　盐城市　224011

内容摘　要：主问题设计可以有效整合教学资源、优化课堂结构、充分展开学生活动。对初中名著导读而言，则显得尤为重

要。本文结合一线老师的课堂案例具体分析主问题设计在名著导读中的重要性，总结几种实用的设计方法及其注意点，旨在

提高“主问题”设计质量，优化名著导读课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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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主问题？特级教师、板块教学的倡导者余映潮老

师对之有一个精准的解释。他认为，课堂教学主问题是指对

阅读教学过程能起主导、支撑作用，能从整体参与性上引发

学生思考、讨论、理解、品析、创造的重要提问或问题。用

一句形象而简洁的话说，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主问题设计对语文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主问题

是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深入研读的重要问题、中心问题或关

键问题。“主问题”研究与运用的重要意义在于大量减少日常

教学中教师的碎问和学生的碎答，从而形成对学生非常有训

练力度的课堂阅读活动。①首先，它是阅读教学内容确定的需

要。阅读教学要带领学生，直指文本核心价值，设计主问题

是一个重要途径。设计巧妙的主问题，能够有力牵动学生对

全篇文章整体把握、感知、理解与欣赏。设计、提出主问题，

可有机整合众多教学资源，有效重构阅读教学内容。

其次，是优化课堂教学结构的需要。零碎、肤浅、随意

的提问必然导致阅读教学课堂结构的碎片化、无序化。在这

种课堂中，学生所获信息是碎片化的，所受训练是无序化的，

自然难以形成有序、整体、深刻的理解。精心设计的主问题，

有序、整合地呈现，有利于课堂教学结构优化。课堂教学结

构清晰、严谨、环环相扣而层层推进，有助学生对教学内容

形成整体、系统、深刻的认识、理解与欣赏。

再次，是充分展开学生活动的需要。精心设计的主问题，

一定能够促进学生长时间研读文本、长时间讨论甚至形成争

辩，学生的阅读活动、思维活动得以充分展开，生本对话、

生生对话、师生对话得以有效达成，对话过程中产生的碰撞，

能绽放思维火花，能产生更多的精彩生成。

而名著导读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

任务有两个：一是让学生喜欢读，二是让学生知道怎么读。

从这个角度说，名著导读更需要主问题设计，因为相对于一

般文本，名著篇幅更长，情节更复杂，信息量更大，导读设

计不好，更容易杂乱无章、随意松散，往往自己导得晕头转

向，学生听得更是迷迷糊糊。而主问题设计在名著导读中有

利于明确导读内容，有利于优化导读结构，更有利于学生充

分开展活动。下面笔者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中的主问题设计

作一分析。

第一个案例，导读的是九下必读名著《儒林外史》，标题

是《讽刺艺术，让文学作品熠熠生辉》。它设计了两个主问

题：一是：什么成就了鲜明的人物形象？”二是：为什么讽

刺才是最适宜的笔法？围绕第一个主问题，她以图文互现的

形式，有针对性的选择了作品中 5 段精彩文字，让学生自主
品析人物的形象特点并欣赏作品的讽刺笔法。最终引出夸张、

对比、反语、借物喻意、自相矛盾这五大讽刺笔法，引导学

生从讽刺笔法角度欣赏其表达效果。这一板块中，文句赏析、

笔法探寻、导读拓展等环节都是紧扣“是什么成就了鲜明的

人物形象？”这一主问题而设计的，导读目标很明确，导读

思路也很清晰。第二个主问题：“为什么讽刺才是最适宜的笔

法？”是第一个主问题的延伸和深入，她选择了匡超人这一

小说中变化最大的人物形象，以补全人生轨迹图和小组探讨

的方式剖析了匡超人的道德观、交友观、学问观、婚姻观，

引导学生理解：表现匡超人巨大变化是通过一系列讽刺笔法

展现的，从而得出讽刺笔法是作品描摹儒生丑态、批判科举

弊端的不二手法。这样的主问题设计，简约而精巧，鲜明而

深刻，也让整个教学设计重点突出、思路清晰，有深度更有

温度。

第二个案例导读的名著篇目是《朝花夕拾》，选择的点

是“读文识人”。设计的主问题有两个：一是“他是怎样的孩

子？”二是“他是个怎样的青年？”通过第一个问题，串联

起《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五猖会》《父亲的病》等文章，表现童年及少年时

期的鲁迅单纯、善良、充满好奇心、孝顺、快乐而委屈、痛

苦而无奈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第二个主问题将《琐记》《藤野

先生》《范爱农》等文章中的经典段落有机组合，集中表现鲁

迅的求学艰辛和理想追求。整篇设计，内容丰而不繁，结构

杂而不乱，两个主问题的设计应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领和

统率作用。

其实，任何一部名著，经过我们的认真阅读、思考，提

炼，都可以设计出切合名著自身特点的主问题，比如《西游

记》，有老师设计这样两个主问题：（1）这是一部怎样的英雄
史？既明确了导读的范围，也明确了导读的中心，课例紧扣

“英雄史”，引导学生通过典型情节领略孙悟空的反抗性格，

目标很明确；学生在老师主问题的引导下，由情节到形象到

主题再到语言、手法，逐层欣赏、抽丝剥茧，整节课就会显

得中心突出、导读思路清晰而不至于松散无章。（2）这是一
部怎样的创业史？紧扣“创业”，着重引导学生通过经典情节

更全面、更立体、更深入地审视孙悟空、唐僧、猪八戒等人

物，特别是孙悟空这一集猴、神、人于一体的经典形象。这

样的主问题题设计，更凸显出了名著导读的目标性、主体性

和开放性。

第四个案例是江苏省特级教师、东台市实验初中的黄友

芹老师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一个《简爱》的名著导读

设计。黄老师巧妙地将整节课切割成四个板块，每个板块以

一个主问题引领，依次为（1）有一种怎样的经历让人刻骨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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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2）有哪些经典的人物让人经久难忘？（3）有一种怎
样的对白让人回味无穷？（4）有什么不足但瑕不掩瑜？学生
活动紧扣这四个主问题展开，通过前两个主问题，学生了解

了《简爱》的重要情节，感悟到简爱的反抗精神和强烈的尊

严感，以及她的时代意义；通过第三个主问题，学生学会了

如何品味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感受了文学的精妙；最后一个

主问题的设计，还让学生树立了现代阅读应有的批判意识。

导读过程中，黄老师还注意引导学生学会运用一些具体的阅

读方法，比如：略读式、精读式、圈点式、摘录式。从整体

看，四个主问题紧扣小说阅读的核心要素，让学生知道阅读

一部名著，该从哪些角度去鉴赏。可以说，这节课，是一节

名著导读的观摩课，更是基于主问题设计的样板课。从以上

四个课例来看，名著导读主问题的设计还是有方法可循的。

笔者总结了四个方面：

一、依据名著脉络设计。依据文章脉络，学生能迅速把

握文本结构，整体感知文本。上面《朝花夕拾》的两个主问

题就是依据鲁迅童年生活到青年求学这一脉络设计的。

二、依据人物形象设计。很多老师喜欢以“这是一个怎

样的人”设计主问题，比如有老师分析《西游记》中孙悟空

形象，就问：“孙悟空是一个怎样的魔？一个怎样的神？又是

一个怎样的人？”这样的主问题守正之中又能创新，有助于

教师驾驭课堂，利于点拨、引导学生，丰富信息把握，完善

学生思维。

三、结合关键词句设计。抓住关键句，设计蕴含深意的

问题，可引导学生深入阅读，分析、品味、理解文章内涵。

比如第三个课例中的两个主问题，就是依据“英雄”和“创

业”这两个关键词来设计的。

四、结合艺术手法设计。每一类作品，都有其独特之处，

这集中体现在文本的写作特点、艺术特色上。抓住这一点来

设计主问题，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将“这一类作品”与“其

他作品”区别开来。比如《儒林外史》，它是一部讽刺小说，

“讽刺艺术”是它的写作特色，第一个课例的主问题就是依据

这一写作特色设计的。

在主问题设计的操作层面，应注意以下四点：

一、注意设计的目的性

主问题设计要切中文本关键，指向文本重点处、学生疑

难处，防止并杜绝游离文本、泛文本化甚至去文本化的现象。

其次面向学生，主问题设计要结合学生思维特点，指向学生

思维的关键点，要能够促进思维发展。还要能够指向学生兴

奋点，有利于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

二、注意设计的阶梯性

主问题的坡度，集中体现在主问题之间的序列或与子问

题的联系上。

主问题涵盖面广，需要分解成子问题，并通过追问完成。

主问题应呈现出梯度，追问也应当将学生思维引向深入。研

读文本时，要用最为精要的主问题形成课堂教学重要活动板

块，像我们欣赏的最后一个课例、黄友芹老师导读《简爱》

那样，依据主问题设计由浅入深、有梯度的教学板块，促进

全体学生参与课堂，巩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激发学

生持续探讨文本的兴趣，促进学生将文本研读由课内延伸向

课外。

三、注意设计的精准性

四、设计主问题，就是要避免碎问，应少而精，少，就

是要控制问题的数量；精，就是要追求以一当十，达到一石

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刚才的几个课例，许建娅老师设计了两

个主问题，杨军军老师设计了也是两个主问题，主问题少而

精、精而深。这样的课堂，精要简洁，简单清晰，老师容易

驾驭，学生更爱参与。

四、注意设计的开放性

这里的“开放”指的是课堂生成。开放度还指主问题的

设计不局限于教师。学生的困惑、疑问，经过教师的整合、

点拨，就可以成为课堂教学的主问题。对这种节外生枝的主

问题，教师利用、点拨得好，可以成为精彩的生成性问题。

最后一个课例、东台实验初中黄友芹老师《野百合也有春天》

的导读课中，有学生认为小说的结局，太过圆满，有学校觉

得简爱接到财产成为富人有些离奇，有学生认为海伦的话语

有些超越她的年龄，有宗教说教的味道等等。面对学生所认

为的小说中的种种瑕疵，黄老师随即问了一个问题：“大家思

考过造成这种种缺憾的原因吗？引发了学生长时间的思考，

其实这就是一个由学生阅读疑惑带来的另一个生成性的主问

题。如果主问题设计不具开放性，那生成性就无从说起了。

倡导“主问题”设计，对当前名著导读课堂中普遍存在

的“碎问”“碎答”现象，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可以起到很好

的纠偏提效作用，旨在切实优化课堂结构，提高导读质量，

有力推动初中名著导读活动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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