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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课标颁布以来，整本书阅读
一直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热点，同时也是
难点与痛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
教师对整本书阅读的态度有冷有热，教育
专家们对整本书阅读的分歧也不小。比
如，整本书阅读（名著阅读）要不要教？教
什么？怎样教？一句话，要不要课程化？
意见截然不同。主张课程化的，希望合理
界定整本书阅读的价值，以精要的教学引
导学生的阅读；持有疑虑的，则担心过多

“规定动作”与测评会妨碍学生的自由阅
读，扼杀了名著阅读的兴趣。这样的分歧
给一线教师带来了很多困扰，因此，要不
要课程化，要怎样的课程化，直接关系到
整本书阅读能否顺利地推进与落实。

11月1日—3日，“第二届整本书思
辨读写研讨会暨优质课展示活动”在重庆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教育专
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汇聚一堂，围绕“整
本书阅读课程化”这个主题，通过专家报
告、教学展示与圆桌论坛等方式进行了深
入交流和思考。

作为本次会议的策划人，笔者作了题
为《整本书阅读的课程化及其学理考查》
的主题报告。整本书阅读并不是泛义上
的阅读，作为“课标”设定、教材落定的教
学任务，它的课程性质是不言而喻的，因
此，课程化不是问题，关键是怎样的课程
化。正如统编初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王
本华所说：“要把名著阅读作为语文课程
的一部分，有规划、有指导、给时间、出成
果，而不是把它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也
不能在教学中放任自流、随意而为。”

如何做好课程化？笔者认为至少有
三个考查维度。一是“课标”关于整本书
阅读的基本精神。“课标”界定了整本书阅
读的目标、内容及教学安排，这是最直接
的依据与标准。应该说，“课标”要求很
高，对于指定书目，不仅要“通读”，还要

“理解”，即读通。像《红楼梦》这样的巨
著，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做不到不等
于不该做，做不到更不能成为反对整本书

阅读教学的理由。二要尊重“整本书”的
特点。整本书阅读强调一个“整”字，重在
总体的、宏观的把握，通过批判性思维、系
统思维等高阶思维方式，达成对文本的理
解。所以，应该“按照整本书的规律教，教
出这本书的个性来”。三是语文核心素
养。整本书阅读归根到底要服务于核心
素养的培育。

研讨会设置了三场学术报告，旨在借
助相关专业研究为整本书阅读课程化提
供理论支撑。从顶层设计意义上，王本华
以《在新课标条件下做好整本书阅读教
学》为题，阐述了整本书阅读的价值与意
义，介绍了统编教材关于名著阅读的单元
教学设计。

整本书阅读面对的大文本与复杂文
本，其学习难度绝非一般课文可比，这正
是深度学习的用武之地，没有教学的支
持，学生难以真正走进文本。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郭华做了《让学生过有意义的教学
生活——“两次倒转”教学机制及其在深度
学习中的体现》的报告。根据深度学习理
论，一个教师要想开展《红楼梦》教学，先要
尽可能占有《红楼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
此作为学生认识的起点。只有高站位、宽
视野的教学，才能避免陷入知识的海洋而
迷失了方向；同时还要通过精心的教学设
计，引导学生体验这个认识发生与发展的
过程，并获得方法论的启示。《红楼梦》的阅
读教学，不仅对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提出
了挑战，对教学观念与能力也是一种考验。

当然，整本书阅读不可能面面俱到，必
须抓大放小，删繁就简。如何才能做到直
击核心？笔者在十几年的名著阅读教学
中，一直探索母题阅读。母题是指在文学
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
现象，如死亡、成长、野心、爱情、冒险等，这
是每个人、每个族群、每个时代都要面对的
基本问题。以母题切入名著阅读，有助于
解决阅读教学中的随意性、碎片化和表面
化，而这正是整本书阅读普遍存在的问
题。西南大学教授于泽元作了题为《意义

图式与整本书阅读》的学术报告，他认为，
母题就是一种“意义图式”。经典作品之所
以经典，在于它们生动而具体地体现出了
人类核心的意义图式；而阅读经典的过程，
就是在其中“认出”人类已有的核心意义图
式的过程；意义图式的获取与累积，是中学
生整本书阅读应该追求的核心。

除了学术报告，会议还推出十节研究
课。十节课都遵循母题阅读的规律，设计
具有挑战性的关键问题，引导学生思辨读
写。成都七中育才学校邹雯雯老师围绕
祥子的“抗争与堕落”，引导学生细读《骆
驼祥子》的关键情节，理解“为什么祥子一
再抗争最终还是堕落了”这个关键问题。
贵州毕节一中赵韵如老师的《谁害死了祥
林嫂——祥林嫂之死的社会学解释》，借
《乡土中国》的理论框架，引导学生重新阅
读与挖掘鲁迅《祝福》的深刻内涵，揭示礼
教文化杀人不见血的罪恶。教学设计别
开生面，学以致用，让整本书阅读走向更
为广阔的学习空间与生活场域。

此次活动的另一个亮点是设置了红色
经典阅读、文学阅读、学术阅读三个专场。

其中，在成都石室中学张长燕老师与原重
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共同执教
的《淬炼与永生——江姐篇》研究课上，厉
华馆长饱含深情地介绍了江姐原型江竹筠
的生平与革命生涯，尤其是壮烈牺牲的过
程，张长燕老师则重点分析了小说中的江
姐与原型之间的细微不同，以此揭示文学
创造的虚构与典型化的手法，也触及典型
化的利弊。宜昌一中党委书记谭小红执教
《〈从红星照耀中国〉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成
功密码》，还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的背景，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为人
民谋幸福的“成功秘诀”。这两节课的设计
紧紧围绕“淬炼与永生”“初心与使命”的母
题，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基于文本又超越
文本，体现了整本书阅读的规律，显示了红
色经典教学的强大生命力。

推进整本书阅读，目的在于改进和优
化现有阅读教学结构。过程中必然有震
动、挫折乃至弯路，笔者坚信，只要我们凝
聚课标精神，形成基础共识，就能在整本
书阅读课程化上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作者系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

整本书阅读要不要课程化
——来自“第二届整本书思辨读写研讨会”的思考

余党绪

《给教师的建议》里苏霍姆林斯基的
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真知灼见对各学科
教学和教育教学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苏
霍姆林斯基说：“在小学里，你要教会所有
的儿童这样阅读：在阅读的同时能够思
考，在思考的同时能够阅读。”“能够在阅
读的同时进行思考和在思考的同时进行
阅读的学生，就不会在学业上落后。”（《给
教师的建议》第3条：教师的时间和教学
各阶段的相互依存性）

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小学生阅读离
不开思考，思考离不开阅读。2022年版语
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语文核心素养是“文化
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文
化自信、语言运用、审美创造”的实现离不
开“思维能力”——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
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有直觉、形
象、创造的思考，才能审美创造；有逻辑、辩

证、创新的思考，才有文化自信和语言运
用。那么，怎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让他
们“在阅读的同时能够思考，在思考的同时
能够阅读”呢？

为了引发学生的阅读和思考，需要启
迪学生的问题意识，这是前提。如果只有
一小部分学生能发现问题，那是自发的，
不是教师的教学所产生的。核心素养发
展的理想境界，是让学生能自主提出问题
而阅读、思考。如何引导大多数学生发现
问题、学会提问？怎么培养他们边读边思
考的习惯？必须要有教师的示范和引
导。所谓示范，就是教师要把自己在阅读
文章时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亲身经历与
学生谈论；所谓引导，就是教师引而不发，
不是提出所有的问题，而是以教师的问题
意识，引起学生从阅读中提出自己的问题
并加以思考，然后师生、生生交流探讨。

在阅读教学时，应该引导学生思考哪
些问题呢？最基本的思考是，文章通过语
言文字表达了什么内容、思想和情感？其
次，这些内容是怎么一步一步表达出来
的？最后，作者是怎样遣词造句的？对语
文来说，最重要的是思考作者的内容、思
想、情感和美感等是怎样表达出来的。这
里有两个层面：入乎其内，和作者一同思
考；出乎其外，自己审视作者是怎么思考
的，再生成自己的想法。比如：以徐志摩的
《我所知道的康桥》为例：“啊，那是新来的
画眉在那边凋不尽的青枝上试它的新声！
啊，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挣出了半冻的地
面！啊，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
柳条？”感觉作者写得很美，这就引发我们
提出问题：作者是怎么描写的？画眉的叫
声为什么是“新声”？为什么用“试”？从
问题出发，我们要走进作者的心里，走进

文章的情境中去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联
想和想象（形象思维），更多的是一种身临
其境的体验。下面两句中“第一朵”“挣
出”“半冻”“新来”“寂寞”等语言，都是我
们可以通过提问去思考、感悟其内涵的。

如果语文教师对文章阅读没有独特
的理解、思维能力不强、思维品质欠优，何
谈引导、教会学生养成边阅读边思考的习
惯？何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何谈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教学毕竟是教师教
授学生的学习，不管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到
何种程度，在教学的情景中，只有教师具
有精益求精的广博思维化方式，才能引导
学生“在阅读的同时能够思考，在思考的
同时能够阅读”，真正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的思维能力。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兴化市教师发展
中心教研室）

如何培养学生边阅读边思考的习惯
——读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有感

何伟俊

品读

这是“一部白旗镇自然词
典，擦亮鸟兽草木的行迹”“730
天的打量与凝视，2万公里的翻
越与丈量，感知118种生命的独
一无二”。是的！这是一本难能
可贵的自然观察笔记，是关于一
个镇、一座山、一方鸟兽花草甚
或行走其间那些有名、无名的
人，在大地上的行行屐旅、点点
印痕的忠实记录；是天宇之下、
大地之上，众多熟视无睹的自然
之声的有效备忘。“白旗镇手绘
地图”“白旗镇人物小传”“白旗
镇山居必备”以及书的封底处

“白旗奏鸣曲”，如网红的旅游攻
略、周密的作战地图，详尽而贴
心。想要感受山野小镇纯天然
的鸟雀虫鸣，掏出手机扫一扫，
你会不由自主地跟随鸟鸣，踏上
通幽的山间小径。沿着插图师冬
小猫的指引，找到“自然之声收藏
者”——“南山居”主人、作者薛
涛，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幅
白旗镇现代版“山居行旅图”，有
宋画的幽远、清雅，有现世的丰
富、欢腾，真可谓妙趣横生。

这是一部优美的自然散文，
更是当下生态文学的精工之作。
虽每篇文长不过千八百字，短则
区区一二百字，但作者薛涛侃侃
而谈，字字珠玑。每篇均如精致、
深邃的小品文，又如灵动、浓缩的
诗篇，还像发人深省的哲学美谈。

在书中，薛涛没有掉书袋式
地描写鸟兽花虫的界门纲目科
属种，也没有故弄玄虚地凌空高
蹈，而是俯下身子在你左右深情
地讲述着：鸟的叫声、习性，草的
药性、疗效。发现某种鸟、某株草
的日期一清二楚，这使人对他的
言说产生了信赖感、松弛感。恳
切，坦荡。爱是真爱，怕是真怕。
鸟儿鸣叫的声音，飞羽的颜色，样
貌美丑，俗语昵称，调动五官之后
他的感受，他都一一倾述出来，让
你感同身受。

这是一种自然、人文、哲学
与美学融合在一起的美妙体验，
是对动物、植物的近身体察，是
博物学意义上的重大收获。我
不是博物学家——薛涛很“聪
明”，也很诚恳。但他的行为意
识、探索精神已具备专业水准。
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深沉的思
考与智性的思辨。为一座山命
名，为一只鸟庆生，充分表达了
他对鸟兽草树的尊重、对生命的
敬重。其实，大自然最是古道热
肠，一个人灵魂所需的必备品皆
来自自然。薛涛深谙此道，他在
用另一种方式把他对生态及环
保的忧患意识传递出来。这样
的表达，对于有着农耕文明的古
老国度显得尤为珍贵。一切景
语皆情语也。

这是一部超越自我的“寻根”
之旅，也是一部开拓之作。薛涛总
是在创作，而不仅仅是写作——他
勇于跃出自己惯常的跑道，主动走
出创作的舒适区，去往星星点灯
的旷野、野草疯长的山林，探究不
为人知的“毛毛小道”上的四时天
光，去聆听万千生灵不同季候唱
响的生命之歌。

薛涛于两年前从沈阳到丹
东凤城白旗镇莫家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沈阳与丹东之间有

着地理的距离，儿童文学作家与
驻村第一书记之间的思考则没
有距离。从城市到乡村，从春秋
到冬夏。这样的游走让薛涛像
不断淬火的钢，有了韧性与硬
度，更有了品质与风骨。他在山
野的安静里不断蓄积能量，他心
里装得下一个村、一座山——那
正是人类与自然绵延不绝的故
事产生的源头。于是，读者在他
的讲述中，与他一同重回童年、
重归山野，听惊心鸟鸣，看草绿
花红，被原生态的自然又“洗濯”
了一遍，“铠甲”脱掉了、“硬壳”
融化了，笑容舒展了。

南山居。居南山。之于海
子的“面朝大海”，薛涛的面朝大
山，则另有深意。万物有灵且
美。无法回溯的时光如河面上
的轻烟不免令人忧伤，但流逝是
生命永恒的命题——正如向自
然学习，人类应该竭尽全力。

（作者系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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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博物学家》
薛涛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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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做好“三篇文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做好保护文章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
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没有文明的继
承和发展，就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
荣。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历史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
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等，都是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的中华文化和价值思维。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为文化软实力
提升注入强劲动能。

长期以来，陕西中医药大学秉承
“精诚仁朴”校训，坚持“文化铸

校”战略，积极传承延安精神、弘扬
邵小利英烈风范、发挥国医大师楷模
作用。借助多种形式，陕西中医药大
学着力引导师生增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意识。事实上，独具特色、
润物无声的文化育人模式，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方面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也再次表明，要做好保护
文章，不断地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
力、凝聚力、感召力，在强大的文化
自信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做好创新文章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社
会发展日新月异，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社

会。中华文化延续着国家和民族的精
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又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
这个角度来说，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绝不能抱残守缺、复古守
旧，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塑造新时代的文化气质。

长期以来，陕西中医药大学用历
史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和眼光来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赋
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
表现形式。比如，创新形式，开展激
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活力教育活
动，精心筛选《诗经》里的《小雅·
鹿鸣》《秦风·蒹葭》等名篇进行传
统知识大比拼，全方位营造学习氛
围。通过学习，不仅丰富了师生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积淀，还拓展了
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理解的广度和深
度。当今互联网已经越来越深地渗透

进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借助
3D 打印、3D 建模、虚拟现实技术、
数字图像处理、数字摄影测量、数字
资料库等先进科技，能够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利用。结合实际情
况，陕西中医药大学组织创作H5页
面、条漫、微视频等形式的文化产
品，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互联网+文物文
创产品”“互联网+文物素材创新”

“互联网+文物动漫游戏”等，推动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
彩。加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更具时代活力。

做好普及文章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植根群

众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
具生命力。现代生活应努力做到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水乳交融”。近
年来，华阴老腔、皮影戏、西安鼓
乐等表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群众身
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更有
底气。陕西中医药大学做好文化普
及文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
涵更好更深地融入师生生活场景，
转化为不可或缺的日常组成部分。
比如，陕西中医药大学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和中药传统手工坊走进咸阳
市秦都区人民路街道乐育北路社
区，开展“习古方香囊 祝端午安
康”中医药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
中药传统手工坊的成员们为大家讲
述了端午节的由来及习俗，以及爱
国诗人屈原的感人故事。现场还准
备了驱蚊香囊和安神香囊，志愿者
带领居民们通过功效讲解、形态辨

认、香味闻识了解两款香囊，为居
民们介绍了如何在生活中“巧用”
中药解决常见问题。该活动充分发
挥了青年学生的能动性，将专业知
识应用于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同
时，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
素质。再回到当下，随着互联网不断
普及，以文化资源为依托、信息技术
为载体，开发更多符合当代人口味、
更利于网络传播的文化产品，让师生
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坚定
文化自信。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
等，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内容。新时代新征程，陕西中医
药大学将继续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
力，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之成
为师生自觉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追
求。陕西中医药大学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结合起来，在夯实文化自信的
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办好中国事
情，走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长征。

（张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经过7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陕西中医药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中医药专业为主体，中西医并重，医、
理、工、文、管多学科专业相互支撑、交叉融合的医科类院校。近年来，陕西中医药大学积极发挥
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以传承中医药知识、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己任，以创建全国文明校园为抓手，进
一步加大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力度，努力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全力做好“三篇文章”，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方面走在了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