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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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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西游记》里的龙王写“状书”

设计“整本书阅读”作业
让孩子阅读越有味

“孙悟空大闹龙

宫，气得龙王上天庭

告状，如果你是龙王，

这 份 状 纸 你 会 怎 么

写？”“中国的民间故

事不少，为什么它们

能够代代相传？”……

8月21日晚上7点

半，“甬上师说”《名师

讲堂》直播间开启第四

期话题，如何做好“整

本书阅读”的作业设

计。截至发稿前，已有

10.23万人次收看本期

节目。

节目中，来自慈

溪市教育局教研室的

小学语文教研员孙红

波和宁波市奉化区居

敬小学校长李秀蕾分

别通过分享整本书阅

读作业设计的可行路

径和有效机关，为屏

幕 前 的 观 众 打 开 了

“整本书阅读”作业设

计的第一扇门。

如果你错过了直

播也不要紧，打开甬

上 APP 教育首页，点

击进入《名师讲堂》专

题，就能收看本期节

目回放。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陈嫣然

如何让学生有滋有味有收获地吸
收整本书，对很多老师来说，不是个容
易的事。

“因为缺乏有效的指导、丰富的阅读
活动及科学评价，往往导致学生的阅读
兴趣、阅读面、阅读能力尚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孙红波首先点出，眼下很多学生
在整本书阅读上的问题所在。她认为，之
所以设计整本书阅读作业，就是要解决
这些难题。相较于许多重复性的、零碎的
作业，“整本书阅读”这种持续的、综合性
的作业对于学生而言，更有积极且现实

的意义。
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因此，

两位嘉宾都提到，在进行“整本书阅读”
作业设计时要把握两大原则：第一，要
站在儿童的立场；第二，要坚持素养导
向，即要注重学生思维能力、语言运用
能力、审美能力等的提升，树立文化自
信。李秀蕾举了一个例子：“万事开头
难，在四大名著中选择哪一本作为开
头是很重要的。《西游记》虽然也是‘大
部头’，但被大家所熟知，而且孙悟空
的形象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最适合

成为学生进入古典名著文学殿堂的问
路石。”

当然，哪些书适合学生阅读，也是
老师和家长需要思考的内容。两位嘉宾
给出几个途径。比如，可以从教材出发，
语文书中的“快乐读书吧”“资料袋”“阅
读链接”等都提供许多阅读信息和推荐
书目，或者可以选择与生活紧密相关的
阅读内容，同时，现在还有许多儿童阅
读公益平台会推荐书目、引领阅读。老
师和家长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有侧
重、有选择地选择读物开展阅读。

将学生领进“整本书阅读”的门，接
下来，如何按图索骥向阅读的更深处走
去？作业设计就是那把通关钥匙了。

“首先要结合文体特点、年段要求、
学生学情，确定合适的作业目标；再思考
驱动性问题，设计情境，以及丰富的作业
内容。”孙红波用其丰富的教学及实践经
验，以她带领过的“民间故事阅读作业设
计”为例，进行详细讲解。

首先是设计阅读目标。“希望通过作
业设计，一是能发现这类文体的特点，提
升阅读鉴赏能力；二是在阅读中学习比
较、联系、图像化等阅读策略，学会阅读；
三是进一步激发阅读兴趣及创作能力，
传承优秀文化。”就拿“读民间故事，做文
化传承人”主题来说，以“为什么民间故
事能代代相传，深受人们喜爱？它有哪

些奥秘？”作为驱动性问题，以走进“民
间故事博物馆”为情境，设置“阅读规划
我能行”“中国民间故事大探秘”“外国
民间故事大探秘”“民间故事我传承”四
个展厅，即四个方面的作业内容。这样
的设计，在增加阅读趣味性的同时，也
囊括小学生阅读的基本策略和做法，非
常有针对性。

每个老师，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经验，
李秀蕾分享她在组织《西游记》阅读时的
做法。首先为设计趣味化表达任务。“《西
游记》中有丰富的文体、表达方式、表现
手法等，我们可以组织学生适时开展仿
写、改写、补写等活动。”学生在进行这类
创作时，可以模仿、试用不同的文体、语
体等，不仅有趣，也可以吸取经验，提高
写作水平。

其次，为设计经验化分享人物。“鼓
励阅读能力强的学生成为‘小讲师’。”

“小讲师”需要认领故事中的一个重点情
节，细读后完成解说文稿的撰写，并拍摄
成解说视频向大家分享。

最后，设计个性化解读任务。《西游
记》中的神仙妖魔、法器仙草、洞府山寨
等各有千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细细品
味，并设计个性化表达任务，让学生将之
一较高下，比如设计‘西游之最’系列，或
写一写《西游记》番外等。通过这样的对
比，学生能够在阅读与表达中，主动‘关注
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更
深入地沉浸古典名著。”李秀蕾说。

像这样紧贴着阅读本身的作业设计
也得到很多老师的赞同，认为能够让学
生更加积极、愉悦地投入到阅读中来。

在完成阅读作业的过程中，学生也
容易遇到因为阅读能力不足而导致阅
读进程被阻碍，或阅读要求过高、评价
单一削弱了阅读兴趣等问题。

“教师不能完全做甩手掌柜，要适
度陪伴、引导学生‘深一脚浅一脚’地阅
读。而且评价不一定要量化，活动本身、
展示本身就是一种评价。”李秀蕾特别
说道。孙红波也补充说：“另外，我们可

以设计一些学生喜欢的评价方式，如让
学生闯关打卡。可以让学生越读越有兴
趣，越读越有收获。”

当然，在学生的阅读过程中，家长
的参与和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
老师们提出“阅读共同体”这一概念，即
由教师、学生、家长共同组成一个相互
尊重、相互倾听、共同阅读的阅读场，可
以互相交流，一同完成阅读任务。“最好

在家里有固定的阅读空间和阅读时间，
更利于孩子阅读习惯的养成。”孙红波
向家长们提出建议。

“我们不能只做书籍的搬运工，我们
要做的是孩子们真正的领读者、伴读者
和共读者。”节目尾声，嘉宾们也一同呼
吁屏幕前的老师和家长们，一起和孩子
们挖掘阅读的价值、共享阅读的乐趣，帮
助孩子们成为成熟、独立的阅读者。

“整本书阅读”更有积极且现实的意义

紧贴阅读本身的作业最受学生欢迎

学生、老师、家长应共同组成阅读场

直播现场直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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