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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整 本 书 阅 读 进 入 中 学 教 材
后，教师们对此非常重视，但也
感到困惑颇多。据我观察，主要
是由于不少教师还习惯于用传统
应试的眼光来看整本书阅读，于
是就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 一 ， 导 读 方 式 过 于 程 式
化。教师习惯于运用统一模式进
行所有书籍的引导，语文教师容
易倾向于把所有的书籍文本都变
成超长篇的文学鉴赏：情节梳
理、人物形象分析、主题讨论三
部曲。缺少对于不同题材书本的
不同处理方法，不仅难以激发学
生的阅读兴趣，也大大弱化了各
种书籍丰富的价值。

第二，以布置阅读任务，督
促完成任务的单一方式来处理书
籍阅读。要么布置的阅读任务模
式化、零散化，虽然每个任务和
读书都有一定的关联，但和具体
书籍的结构、情节特点、主旨情
绪不契合，学生把书籍阅读变成
一次次完成任务的“打卡”。要
么错误地理解读书与现实的联
系，如 《红楼梦》 阅读中“假设
贾宝玉患上新冠，最先传上哪五
个人”之类的设计，表面是真实
情境，实质上割裂了学生通过阅
读文字本身与书本、与作者所写
的人物之间建立联系的自然过
程，这样的任务怎么能让孩子真
正投入到愉悦的阅读中呢？

第三，以检测为核心，把整
本书阅读变成追求标答应试的一
部分。只读教材推荐的，只让学
生记下主旨，缺少甚至没有真实
的阅读交流，学生无法表达自己
真实的感受、困惑。一些教师设
计了各种各样的情景任务，却忘
记了阅读书籍最需要的是真实的
交流，需要的是思维的碰撞，需
要的是在讨论中，不断激发共情
的能力，内化对人性的理解、对
人类文明的理解，激发进一步创
造的热忱。

真实情境激发学生
整本书阅读的热情与成
效

我 从 1991 年 初 为 人 师 开
始，就在课内外组织学生进行名
著阅读。随后的三十多年时间，

在不同的学校，面对不同学段，
我始终将整本书阅读纳入我的教
学。怎样更好地让整本书阅读走
进学生生活，使之成为终身的习
惯？我认为，关键是让书籍阅读
成为学校教学中的有机组成部
分，并以真实情境激发学生阅读
的热情。为此，可以从以下五方
面着手。

设 置 大 单 元 学 习 的 真 实 情
境。新课标围绕学生核心素养养
成，进一步强调语文学习的情境
性、实践性、综合性，为此，在
基础型、发展型任务群基础上，
将整本书阅读和跨学科学习设置
为拓展型任务群。如何落实拓展
型学习任务群？我尝试利用大单
元教学形成的大情境，将三个层
次的任务群进行有机融合，发挥
不同任务群相互支撑的综合作
用。

我把语文现行统编教材进行
了一定的单元重组。每学期变为
三到四个大的学习单元，每个大
单元配备相应主题的阅读书目和
主题行走实践。补充这些书，首
先是考虑和现有的单元课文、各
种语文要素结合，这样每一次阅
读都在一个单元的大情境中进
行。如 《童年》 阅读放在“两代
人童年”的大单元，通过和父母
共读、采访长辈、想象写作父母
祖辈童年等两代人言语实践贯
穿，使得学生阅读书籍打破了时
代背景的障碍，阅读兴趣大涨，
有效地引发学生进入深度思考。

设置整个中学阶段文明史阅
读系列的学习情境。整本书的阅
读不应是孤立的，而应在文明的
脉络中去阅读，使学生建立起对
这本书和时代、和作者、和现实
生活的种种联系，激发他进行系
列阅读的兴趣。如果让学生在中
学时期经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阅
读体验，那么，他看“这一本
书”站的角度就构成他对人的理
解、对人类文明的理解，从而更
深入地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价
值，促进其养成终身阅读的习
惯。

由于初中生对中国文化的理
解比较零碎，我还努力在书目设
置上，让不同年级与中国文化不

同历史发展阶段相对应，形成书
籍阅读大的历史情境序列。如六
上偏重神话和汉字方面的阅读，
六下偏重先秦经典的诗文片段，
七上偏重魏晋南北朝诗文，七下
唐诗，八上宋词，八下元明清戏
剧小说，九年级更多现当代文
学。通过四年的阅读，能够对中
华文化有一个整体的理解。

设置个人阅读简报的成长情
境。怎样布置读书进程中的作
业，让初中生在一本本书的阅读
中，既留下思考痕迹又充满发现
和创意的趣味，并且能在前后比
较中，形成阅读档案式的成长激
励情境？我的做法是每周围绕
50—70 页的阅读量作读书简报。
简报的必需部分只有书籍内容思
维导图、质疑、两三句欣赏，除
此以外自由发挥。每周拿出一节
语文课围绕简报进行展示评价，
对典型问题进行讨论，有时穿插
辩论、课本剧、改写等进行交
流。这样就构成了每周出一份自
己的读书简报的情境，每学年再
综合形成一本自己的“阅读书
册”。学生在办个人读书简报的
情境中充分展示其阅读成果，有
学生将这一成果保存了 30 多年，
成为其人生的永恒纪念。

建立阅读共同体，形成共同
阅读的情境。在学生中，建立互
相信赖、自由交流的阅读共同
体，可以让阅读者始终处在共读
交流的真实情境中，和书中的人
物共命运，和共读的人共情，从
而激发、保持、提升持续阅读的
热情。互相倾听与辩驳，也增加
了问题讨论角度的丰富性。共同
体可以是教师带领的整个班级，
更应通过班级阅读小组建设，形
成多层级的阅读共同体。

通过行读课程，在现实与历
史情境中跨学科深入学习实践。
行读，让学生走进与书相关的自
然山川、历史遗迹、文化场馆等
生活情境或历史情境，用实践问
题引领学习任务，融合文学、历
史、地理、哲学乃至自然科学，
贯穿“读、探、行、思、创”的
学习策略，达到求知与实践相结
合的深层学习。让学生在每个大
单元学习中，都能走出校园，走

进家庭、社会、自然的大课堂，
从而真正实现语文的综合实践
性，大大推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
成。

设置多种情境，引导
初一学生阅读《世说新
语》

《世说新语》 安排在统编九
年级语文教材的选读书目中，可
见阅读这本“魏晋名士的教科
书”并不容易。首先该书时代久
远、背景陌生、文言语体，虽然人
物刻画传神，但都是剥离具体历
史事件的小片段，按照并非严密
的人物性情品质而分类。这种笔
记体书籍在传统文本中相当普
遍，如先秦诸子、后来的《搜神记》

《梦溪笔谈》《阅微草堂笔记》等，
传统语文教学中经常将此类书的
阅读变成一个个文言语段的阅
读，并未达到书籍阅读的效果。

但我认为，如果巧设多种情
境，其人物刻画的生动传神、不同
凡俗可以大大激发初一学生对文
言阅读的兴趣，而且可以通过此
书阅读加深对传统文化转型发展
的理解，有利于文化传承核心素
养的养成。

一是把书籍阅读放在文明史
和教材单元阅读系列的大情境
中。要让学生理解“魏晋风度”
这一华夏文明转型期的文化意象
及意义，必须让学生有一个理解
华夏文化源流变迁的历程，为
此，我从六年级带领学生阅读神
话、汉字、《诗经》、诸子语段，直
到《白话史记》，以至《三国演义》，
其间贯穿系列文化讲座，使学生
身临历史文化的深处：自东汉开
始，中国人发现原有的文化信仰
无法有效面对动乱时代造成的精
神创伤，出现了文化的危机。人
们开始反抗经学一统的思想，进
行一系列新的尝试和突破。学生
逐渐走进魏晋这个看似黑暗离乱
却又贯穿“人的理解、文的自觉”
的特殊时代，将一个个名士的小
故事串联为对文化意象的理解，
真正深入理解全书。

同时，我也让本书的阅读更
好地纳入教材的学习情境中。统
编七上教材有 《观沧海》《诫子
书》（结合 《三国演义》 的阅读
讨论） 和 《世说新语二则》，我
将 《世说新语》 阅读历程贯穿到
第四单元“生命价值”，更好地
发挥课文学习与书籍阅读的“互
文效应”。

二是发挥阅读共同体与个人
阅读成长的多重情境激励作用。

《世说新语》 人物众多，而每个
重点人物的片段又极其分散，这
就需要发挥多种阅读共同体和个
人阅读成长的不同情境作用。可

以先在教师带领下，以本书目录
编排、成书背景为核心，发挥全
班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再让班级
六大阅读小组选择不同时期的六
大典型代表人物或群体 （汉末人
物、玄学人物、阮籍、嵇康、陆
机、东晋人物） 进行分类探究；
其后，个人根据小组探究结果，
以其中一个或一组人物为例，围
绕“我所理解的魏晋风度”进行
简报的制作；最后全班进行“魏
晋风度”的讨论。

三是通过行读实践情境，跨
学科深入理解全书。陆机和陆云
是上海地区最早的文化名人，我
发掘这一教育资源，实施了“玉出
昆冈——行走小昆山 读 《世说
新语》 感陆机人生”行读课
程，带领学生去松江小昆山实地
行走，感受陆机、陆云曾经生活
的环境；在二陆读书台、二陆草
堂学习和讨论陆机的诗、《世说
新语》 相关片段，体会和理解陆
机所面临的困境与他的选择，魏
晋风骨在其身上的体现，最后完
成项目任务：围绕陆机在小昆山
隐居读书十年后 （是否前往洛
阳） 和在八王之乱形势下的洛阳

（是 否 回 故 乡 小 昆 山） 两 个 情
景，模仿 《世说新语》 的笔法分
别写一个语段，展现具有魏晋风
度的陆机，并说说放在36篇的哪
一篇，理由是什么。

在行后展示与交流课 《感受
“魏晋风度”——读嵇康、陆机
的故事》 上，学生通过展示简
报，交流对魏晋风度丰富内涵的
多角度理解，由其间的矛盾引发
对嵇康书籍片段的表演，由此深
化讨论看似矛盾的魏晋风度的重
要价值。在陆机行走的回顾后，
小组同学展示他们模仿 《世说新
语》 所写的陆机人生抉择语段，
感受 《世说新语》 文学的魅力，
进一步理解全书在中国文化史中
的地位，思考经典阅读对文化转
型期人们的重要意义。

很多观课教师对我们初一学
生在公开课中的表现惊叹不已。
其实，经典的阅读并非遥不可
及，只要我们善于设置贴近学生
实际、贴近生活的多重情境，就
能大大激发孩子们阅读经典的热
情，从而让更多人发现阅读经典
的价值。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 2011 年
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上海杨浦
双语学校教师）

真实情境引领文学名著阅读
——以《世说新语》的领读实践为例

樊阳

如今已是著名出版人的潘涛 1997 年参与
“哲人石丛书”的策划时，正在北大读博，由于
这套书，当时还差一年毕业的他决定放弃留校
机会到上海去做图书编辑。次年，1977 年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伊利亚・普里戈金的 《确定性的
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 出版，成
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融合科学与人文的科普品
牌“哲人石丛书”的开端。

1998 年，现供职于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劲
硕读大一，他在家附近的三联韬奋书店第一次看
到“哲人石”的书，以后，就成了它的读者。

2005 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邢
志忠翻译了哈拉尔德·弗里奇的 《改变世界的方
程：牛顿、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作为译者与

“哲人石”结缘。
以“立足当代科学前沿，彰显当代科技名

家，介绍当代科学思潮，激扬科技创新精神”为
出版宗旨的“哲人石丛书”迄今已连续出版 25
年，出版了153种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科学
史家的上乘之作。书与人紧密相连，正如“哲人
石”的策划者之一潘涛所说，“哲人石”的 25
年，背后都是人的故事。

书如其名。“哲人石”是中世纪欧洲人想象的
有点石成金之功、祛病延年之效的“魔法石”，它与
炼金术有着密切关联，而后者又催生了近代化
学。“这套书以‘哲人石’冠名，既象征着科学技术
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也隐喻了科普图书对科
学文化的促进效应。”“哲人石丛书”另一位策划人
卞毓麟如此解读这套书的名称。

如何为这套丛书定位？卞毓麟认为，它既可
以说是一套优秀的科普读物，也可以说是一套内
涵丰富的“科学文化”读物。在潘涛看来，“哲人石
丛书”定位于广义的科学文化。如《早期希腊科
学》《科学哲学》《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
分别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方面的译
作；后来开设的“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系列”，推出了

《科学的统治——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未来》
《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一种文
化？——关于科学的对话》等重要作品。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世平是“哲人
石丛书”当年的主力编辑之一，她认为，“哲人
石丛书”的大舞台以科学为“支点”，在文化的

“圆”内做文章，定位是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
桥梁。随着科学的细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
分离日益严重，科普图书肩负的一项重任就是要
把两者勾连起来。她说，“哲人石丛书”中跟

“哲人石”相关的两本书 《寻求哲人石：炼金术
文化史》《哲人石：探寻金丹术的秘密》，恰恰就
担当了“勾连”的角色。

“哲人石丛书”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化
学、天文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工程学、科
学史、医学等众多领域，以突出的思想性、启迪
性而在爱好科学的读者中赢得了良好口碑。《确
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美
丽心灵——纳什传》《失败的逻辑》《超越时空》

《暗淡蓝点》 等都成为一印再印的畅销书、常销
书。

据介绍，2016年，“哲人石科学人文出版中
心”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设立。中心成立
后，不断发掘、汇集一流作者，策划出版优秀科
普作品，实现引进与原创齐头并进、成人科普与
青少年读物双线出击，使“哲人石”的品牌内涵
和品牌覆盖面得到有效扩大，从图书品牌延伸拓
展为“哲人石科学人文”出版品牌。“哲人石科
学人文出版中心”推出的“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
丛书”和 《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深海浅说》《科坛趣话》《典籍里的
中国工匠》 等原创科普作品，先后获得中华优秀
出版物奖、年度“中国好书”、全国优秀科普图
书、“典赞·科普中国”年度科普作品等荣誉。

在 11 月 12 日举行的科普出版创新发展论坛
暨“哲人石 25 周年”庆祝活动上，来自科学
界、科普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对“哲人石丛
书”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出版者具有前瞻的眼
光和坚守的精神。中国科普创作的领军人物周忠
和院士认为“哲人石丛书”25 年来对中国科学
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中国科学文化还需要大
力发展。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指出，现代
科技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在快速发展，中国的
科技出版需要跟上时代步伐，做好出版的转型，
科技出版和科普出版要为人才培养和技术进步做
好服务、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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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读书是件极具雅趣的事
情，书香世家尤为讲究。所谓腹有
诗书气自华，谦谦君子温如玉，古
人相信，那种清华温润的气质，都
是书香熏出来的。

晋代陶渊明作 《五柳先生传》
以自况云：“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读书
只求领悟书中之精义，并不着眼于
细枝末节。每有所悟，便快乐得忘
记了吃饭。虽布衣粗食，但有书相
伴，陶渊明精神上仍是贵族。

唐代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也
是一篇意趣盎然的自传。他是在旅
途之中，带上琴、酒、书：“往往乘兴，
屦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
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
卷，舁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
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真
是随时可读书，随地可读书，穿梭于
山光水色，心在陶谢诗书中。如此

十年，“其间赋诗约千馀首”。
唐 代 司 空 图 著 有《二 十 四 诗

品》，内有《典雅》一文，虽然是着眼
于诗之境界的阐述，但也凸显了读
书之趣：“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
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
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
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
读。”一壶美酒，茅屋下坐着悠然赏
雨，身畔是知心好友，屋外有青青修
竹。不久雨过天晴，蓝天白云，鸟啼
清脆，弹琴累了就睡在绿荫下，瀑布
在旁。花瓣悄坠，轻软无声，人淡泊
宁远，也正如那清芬的菊花。让岁
月蕴满芳华的书，就是可以反复多
读的好书。“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是
一颗淡远宁静的心，一种清雅脱俗
的气质，由书卷气所熏陶出来的由
内而外散发出来之沉香。

唐代刘昚虚曾有诗一首言读
书：“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
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
辉照衣裳。”道路漫漫，似乎一直延
伸到白云深处，正是春日，青青树叶
映在溪水中，那溪水也是碧青，潺潺
流动着。不时有落花悄然飘落在溪
水之上，远远地就能闻到清香。门
开着，正向着山路，柳荫下笼着正好
读书的小屋。每日白天在那里读
书，清澈的光影映照在衣服上。花
香草芳，白云清溪，在这样脱俗的环
境下读书，怕是心也醉了。

宋代叶采也有一首写读书的
《暮春即事》：“双双瓦雀行书案，点
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
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在幽静之处
读书，不知今昔何年，间或抬头，只
见双双小雀，点点杨花，是最纯粹最
惬意的读书时光吧。还有宋代范成
大《浣溪沙》中的“梦里粉香浮枕簟，
觉来烟月满琴书”，登时让人觉得岁

月无忧，只想安心沉醉诗书，纯粹地
享受阅读的快乐。

明代吴从先读书则是特别讲究
氛围和意韵：“斋欲深，槛欲曲，树欲
疏，萝薜欲青垂。几席、栏杆、窗窦
欲净澈如秋水。榻上欲有烟云气。
墨池、笔床欲时泛花香。读书得此
护持，万卷尽生欢喜。嫏嬛仙洞，不
足羡矣！”他把读各种书的环境做了
极为细致的归类，雅美极了：“读史
宜映雪，以莹玄鉴；读子宜伴月，以
寄远神；读佛书宜对美人，以挽堕
空；读《山海经》、《水经》、丛书、小
史，宜倚疏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
无垠之游，而约缥缈之论；读忠烈
传，宜吹笙鼓瑟以扬芳；读奸佞论，
宜击剑捉酒以销愤；读《骚》宜空山
悲号，可以惊壑；读赋宜纵水狂呼，
可以旋风；读诗词宜歌童按拍；读神
鬼杂灵宜烧烛破幽。他则遇境既
殊，标韵不一。”看着这读书的环境，

还未开始读书，心便已沉静了。
清代李渔的一首诗《伊山别业

成寄同社五首其三》，写的也是读书
之趣，其中“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
花间字句香”，念着都觉得齿颊生
香。在窗边弹着古琴，有流水潺潺
之声，浸润得琴声更加动听。手捧
书卷在花丛中读书，字字句句，都仿
佛有芬芳缭绕。在这么一个小天地
里，挥洒一些自己所喜的文字，读一
些自己所爱的书，怎么想，都是幸福
之至的事情了。

这样临风捧卷，对月吟诗，肝
胆皆冰雪，完全沉浸于书中、享受
读书的愉悦时光，能让人在喧嚣尘
世的纷繁复杂之中，保持内心一处
月明风清的沉静之地。细细领悟古
人读书之雅趣，我禁不住心驰神
往。浮生愿向书丛老，愿安心做一
个乐享书香、心灵自由的读书人。

（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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