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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式整本书合作阅读指导策略初探
——以《朝花夕拾》为例

文/汪焕

摘要：整本书阅读是实现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推进手段，但当前名著阅读教学在农村学校的情况并不乐

观，本文以《朝花夕拾》为例，围绕任务驱动式阅读和合作阅读，探究名著的整本书阅读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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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新其老师在《语文命题技术研究》中提出名著

测评的原则：“基于现实情境探索名著阅读的有效测

评途径和方法，以确保名著阅读教学的真正落实和语

文核心素养的真正落地，是语文教学实践的关键性任

务。”。艾德勒和范多伦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也

指出：“不管你学到的是否有关这本书的知识或者有

关世界的知识，如果你运用的只是记忆力，其实你除

了那些讯息之外一无所获。你并没有被启发。”反映

到课堂教学中，就需要教师对名著整本书的阅读要有

贴近学情的指导，为学生提供多角度、有创意的名著

阅读方法，也应该引导学生对作品要有独立反思和批

判性表达。

一、名著整本书阅读的问题探析

整本书阅读教学是新课改对我们语文阅读教学提

出的要求，为实现语文核心素养，也需要学生阅读有

效地阅读整本书。但当前名著阅读教学在农村学校的

推进情况存在着很多矛盾与问题[1]。

（一）背靠背：学生与名著之间存在着巨大隔膜

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对现代网络流行文学的

喜爱高于年代久远的名著，阅读名著时抱着应付考试

的“求速成”心态。其次，阅读整本名著需要大量的

时间，学业繁重的初中生在有限的语文课堂中只能对

厚厚的一本名著留下碎片化的记忆，缺乏整体性的理

解。另外，在阅读名著的过程中，学生往往只会关注

名著中的主要人物、关键情节等一些表层信息，这些

肤浅的死记硬背偏离了阅读的本质，而且名著阅读测

评也越来越少考察这些内容，这样一来，学生们就会

产生“看了书也不会做题”的失落感，从而恶性循

环。

（二）望项背：学生缺乏有效的整本书阅读策略

初中生仍是初级阅读者，特别对于农村学生来

说，他们更缺乏有效的阅读策略。比如他们不知道如

何利用前言、目录、后记等信息迅速获得对作品的整

体印象，也不知道如何边读边梳理作品中的前因后

果，更不知道如何选择精读、跳读等阅读方法[2]。

以《朝花夕拾》为例，作为初中阶段第一本必读

名著，学生普遍会按照以往的习惯，按从第一篇到最

后一篇的阅读顺序进行阅读，但这样的阅读顺序真的

适合学生吗？对此，笔者对本校100名初一学生进行了

问卷调查，让学生选出《朝花夕拾》中最难读懂的一

篇文章。

图1 学生阅读状况柱状图

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可见本校初一学生认为第一

篇文章最难理解。如果把这篇文章当作初中阶段第一

本名著的第一篇文章来阅读，难免会影响到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自信心。综上，教师参与学生的名著阅读

迫在眉睫。

二、任务驱动式整本书合作阅读三部曲

任务驱动式整本书合作阅读指的是学生在教师所

设定的任务的驱动之下，通过充分发挥小组成员合作

学习的优势，使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自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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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学习，结合教师恰当的点拨、引导，从而获得知

识意义建构和能力提高的一种教学方法。 农村学生个

体的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总体比较薄弱，合作学习能

促进学生在阅读名著中互帮互助，共同提高，也能培

养学生资助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提高语文学习的

课堂效率[3]。

（一）序曲：相同主题内容合并，初识名著

1. 设计思路

笔者将《朝花夕拾》的篇目进行按照“合并同

类项”的原则，把相同写作内容的篇章整合后重新排

序，安排学生按照座位组成四人小组，用两个星期的

时间完成三个任务，预想合作阅读结束后，教师可以

用三节课的时间，从三个方面对《朝花夕拾》进行脉

络的梳理。

2.实施步骤

任务1：阅读鲁迅回忆自己的求学之路的文章：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琐记》《藤野先生》，梳

理鲁迅从小到大的求学历程；

任务2：阅读鲁迅记述自己对传统文化思考的文

章：《二十四孝图》《狗·猫·鼠》《无常》，梳理

鲁迅对哪些传统文化进行了思考；

任务3：阅读鲁迅回忆自己和身边人的过往经历的

文章：《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父亲的病》

《范爱农》。选择一个人物，整理各篇中有关这个人

的语句，分析其性格特点。

3.成果与反思

从课堂表现看，学生们的兴趣不足，他们的发现

仅停留在浅层的基础理解，比如对于任务1，学生只

能找出三味书屋、雷电学堂、矿路学堂、医学专门学

校这四所鲁迅先生读过的学校。但对于“这四所学校

的异同”以及“对鲁迅先生产生的影响”没有深入的

探究。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上的私塾，学的都是读

书、写字、对课等基础知识，其他三所都是鲁迅自己

选的传授新知识的新式学堂，学的是英文、古文、勘

探学、地质学、解剖学等；而且这三所都是免费的新

式学堂，这与鲁迅当时的家境有关。这些具有自主性

和批判性的发现是学生们所欠缺的，也可能是因为我

的任务设计不够明朗[4-5]。

其次，因为学生是按照座位机械地被分成了各个

小组，有些同学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且每个小组都完

成了三个任务，在汇报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重复

或类似的发言，从而降低了学生们在交流中的新鲜感

和竞争感，导致此次合作学习的低效化。

（二）交响曲：共鸣专题任务驱动，走进名著

1.设计思路

王荣生教授曾经多次强调要把小说当小说教，把

诗歌当诗歌读，把散文当散文读。《朝花夕拾》是一

部回忆性散文集，这就需要我们引导学生关注书中的

两个“我”——写作时“现在的我”和回忆中“过去

的我”。有一道经典的题目——“从《朝花夕拾》的

阅读中，你读到了一个怎么样的童年鲁迅？结合内容

简要作答。”这道题我在学生初读名著时就布置过，

效果不尽如人意，答案如：“调皮。在百草园中鲁迅

很爱玩。”学生的答案没有感情与共鸣，没有实现语

文课本中对《朝花夕拾》设计的“消除与经典的隔膜”

的阅读追求。对此，笔者设计了比较贴近学生的共鸣专

题，预想能达到“消除隔膜”这一阅读追求[6-7]。

这一次我对小组合作进行了更明确的分工。一个

班50个学生，我让学生自主组队，分成了两大组，每

组25个人，每大组选出一人作为大组长。每大组再分

成三个小组，每组8个人左右，每个小组再选出一人作

为小组长负责汇报，并选出相关成员负责各个篇目的

笔记整理工作。专题一的三个小组分别负责找出鲁迅

小时候在玩些什么、学些什么、想些什么，再由大组

长整合内容并汇报。专题二大组也分成三小组，分别

负责专题二中的三个问题，由各组小组长或大组长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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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发言。

2.实施步骤

共鸣专题1：鲁迅的童年——你的童年，我的童

年，其实都一样

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狗·猫·鼠》《阿

长与〈山海经〉》《无常》《五猖会》《二十四孝

图》这六篇文章，找出鲁迅小时候在玩些什么、学些

什么、想些什么？和你小时候玩的、想的、学的类似

吗？你从中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小樟寿？

共鸣专题2：鲁迅的青年——谁的青春不迷茫

读《琐记》《藤野先生》《父亲的病》《范爱

农》这四篇文章，思考（1）父亲的病故对鲁迅的成长

产生了什么影响？（2）留日期间鲁迅思想发生转变的

原因是什么？（3）想想自己有没有类似迷茫的时候

呢？分享一下。

3.成果与反思

专题一成果展示：第一小组——玩的内容：百

草园中捉虫子、拔何首乌、雪地捕鸟、三味书屋中

折腊梅、寻蝉蜕、描绣像、看《五猖会》。第二小

组——学的内容：习字、对课、四书五经、《鉴略》

《二十四孝图》、不耐烦的规矩……第三小组——想

的东西：飞蜈蚣、盼望得到《山海经》、不想背书，

想去看迎神赛会。

专题一大组长：“我们在《朝花夕拾》中读到了

一个活泼可爱、充满好奇心的小樟寿，他拔何首乌、

摘覆盆子、雪地捕鸟，想得到《山海经》还有老和尚

那样飞蜈蚣，和我们小时候很像。我们也在《朝花夕

拾》中读到了一个喜欢小动物的小樟寿，比如为了隐

鼠，他会讨厌猫，和阿长闹别扭。我们还在《朝花夕

拾》中读到了一个不开心的小樟寿，

他想去看迎神赛会却被父亲逼着背诵

无法理解的书，私塾里寿镜吾先生教

的东西也很枯燥无聊，和我们现在一

样，每天有很多难懂的作业。”

专题二成果展示：第一小组：

“鲁迅的父亲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

正确的治疗而去世，庸医无能，唯利

是图。父亲去世后，为避开谣言，鲁

迅到陌生的他乡求学，决定学医。这

和我的情况也类似，我老家在安徽，

父母到奉化来打工，我也来到了一

个陌生的城市上学。”第二小组：

“在日留学时发生的匿名信事件和

看电影事件让青年鲁迅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人存在很

大的偏见，包括中国人自己，他们病的不是身体，而

是精神，但他来到日本也是为了学医，他迷茫了，但

他很快决定弃医从文，我们很佩服他的果断与勇敢。

我们现阶段的迷茫顶多是考试考不好怎么办，能不能

考上高中之类的小迷茫，和鲁迅先生的比起来太渺小

了。”。

学生的积极展示让我看到了他们的兴趣明显比

“序曲”时高涨了很多，应该是加入了现实情境的关

系，让他们产生了共鸣；而且“异质化的任务设计”

也让学生的汇报展示丰富了很多。

从学生的汇报可以看出，鲁迅童年的生活和学生

们小时候很接近，青年鲁迅在异乡求学的经历也让一

些外地学生产生了共鸣，还能看出部分学生对鲁迅产

生了敬仰之情，说明学生和作者之间的隔阂变小了，

与《朝花夕拾》的距离也拉近了，从而实现了“消除

与经典的隔膜”的阅读目标[8-9]。

（三）大合唱：议题引导群文阅读，感悟名著

1.设计思路

阅读整本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提出专题学习

目标，组织学习活动，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讨论与交

流。教师应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平等地参与交流讨

论，解答学生的疑惑。“1+X”群文阅读是师生围绕

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一组文章，而后师生围绕议题进

行阅读和集体构建，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朝花夕

拾》的整本书阅读，也可以用“1+X”的群文师生合作

阅读策略。要想让学生真正地阅读起来，教师也必须

真正地阅读起来。老师以自己的阅读体会去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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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兴趣，学生的阅读反馈无形中也促使老师认真阅

读。在“大合唱”的群文阅读中，笔者先仔细阅读了

《朝花夕拾》，拟定了两个议题，由两个大组分别负

责其中一个议题，然后教师与学生一起整理笔记，在

课堂上师生共读、探讨。

2.实施步骤

议题1：鲁迅的儿童教育观念

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儿童教育问题，引导学生将

这些相关的内容放在一起来研读，思考鲁迅对于儿童

教育有些什么体验和看法，并联系实际，看看鲁迅的

哪些观点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议题2：大组围绕这个议题，师生合作探究完成以

下任务：（1）锁定相关篇目；（2）划出相关段落；

（3）朗读并概括落，提炼出关键词；（4）交流过程

中记下笔记，有任何想法或问题及时与老师沟通。

议题3：“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在这个议题中，笔者先帮学生们锁定了相关的篇

目：《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

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再和学

生一起罗列出这些篇目中对鲁迅有影响的人有父亲、

阿长、衍太太、中医、寿镜吾先生、藤野先生、范爱

农。然后引导各个小组选择一个对鲁迅先生影响最大

的人物，划出有关这个人物的相关段落，从人物的外

貌、性格、爱好、他（她）对鲁迅的影响等方面并说

明理由[10]。

3.成果与反思

议题1大组汇报——和“鲁迅的儿童教育观念”这

个议题有关的篇目有《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

孝图》《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四篇

文章都反映了鲁迅小时候的儿童教育存在弊端，大人

并不了解孩子的需求。比如孩子想要一本《山海经》

却无人关心，想要去看场迎神赛会却被要求背诵无法

理解的《鉴略》，想要解决一个“怪哉虫”的小问题

却受到了老师的斥责。这些大人明明轻而易举都能帮

孩子做到的事情，却无人关心。这些都启示我们当今

的教育应该多关注孩子们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议题2小组汇报道：“我们组认为寿镜吾先生对

鲁迅影响最大。他高而瘦，须发花白，戴着大眼镜，

性格方正、质朴、博学、严厉又温柔，爱好看书，他

是鲁迅到私塾学习的第一位老师，他教会了鲁迅识

字、句读，对鲁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有小组汇

报道：“我们组认为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最大。

他黑瘦、八字须、戴着眼镜。他治学严谨，帮鲁迅修

改讲义，最主要的是他对鲁迅没有民族偏见。鲁迅在

文中也说过‘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

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

个。’所以我们认为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最大。”

三、结语

合作探究结果令笔者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对于阅

读基础比较薄弱的农村学生，如果一开始就进行这样

的“1+X”群文阅读，他们肯定存在难处。在进行了前

面“序曲”和“交响曲”之后展开“大合唱”，学生

的阅读思路和个性化的表达明显丰富了起来，与笔者

的共同话题也多了起来，在初一刚开始不久就建立的

良好的师生关系。当然，还有更多有意义的议题值得

探讨，由于时间和能力的限制，没有过多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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