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读书会的组织与开展

王林在这儿,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搞班级读书会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我硕士、博士读的都是儿童文学，在我没去人教社之前，那么对语文教育其实相当陌生。但是我去了以后，在参加教材编写的过程当中，老是觉得有一些失落，或者说有一些问题。借用《少林足球》当中的一句话，里边那个主角老是这么说：“足球不是这么踢的。”他老是怪声怪气地这么说。我也觉得老想说：“好象语文不是这么教的。”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教法，在新的课程改革之下，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的突破，我也是处于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参加一些与同行的交流。特别是这几年，比如说今年夏天，我大概跑了七个省去培训我们的教材，讲了三十多场，同时还去听老师们上课。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始终觉得，应该有更大的空间让语文教育来走。你想，班级读书会，这主要跟我的专业能紧密地挂起钩来。那么今天上午的三节课，我先简单地说一下，各有特点。《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先生的一部成名之作，它是充满回忆的。岳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抓住了感情这个特点。这个情非常浓重，然后她是由回忆状态，让孩子来体会。我们可以看到，在岳老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引导之下，还是体会得相当深的。包括我们认为孩子有难度的地方，孩子们都能体会到。任老师这节课教的是《鲁滨逊漂流记》，一部名著。那么这部名著在儿童文学方面来讲，它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说由于它情节比较离奇，充满了冒险精神，因此孩子会自己选择它来读。当然它里面也有宗教的等各种各样的情况，因为孩子们没有读到全书，可能有一些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任老师也引导得很好，通过穿插一些影片，然后还有让孩子自己来体会，揭示出生存能力这样一个主旨。那么台湾老师这堂课哩，应该是另外一种风格。更强调轻松、活泼，然后读书与动手能力相结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哩，大家要注意刚开始的这个讨论，何老师提出了比较有哲学思考的问题，来让孩子讨论。其实你看，



换一个人以后，如果农场主是你，孩子们的观点、立场起了变化。这个过程实际是培养孩子多面向思考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在阅读或班级读书会当中尤其重要。因为你要按照某一个主角或某一个主人公这样一种情况当中去体会，让他们来理解。而不是说像我们过去的课文教学，定于某一个观点就可以。因为生活我知道，应该是像作品当中揭示，甚至比作品当中所揭示的更复杂。你比如说，一个人他是小偷，但是平常我们的课文总是告诉孩子们，诚实是好的，欺骗是不对的。但是它要放到一个语境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小偷不好，那《悲惨世界》当中的冉阿让，他那个偷窃是对还是错，这个让人很难说。所以我想通过一些讨论让孩子澄清一些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我想就班级读书会的组织和开展谈下面的一些问题。第一，我认为班级读书会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形式。我和全国各地的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课外阅读的重要性，这一点我觉得很好。但是很多老师还是泛泛地去布置，像咱们扬州这样引进到课堂上来做的还不多。只是泛泛地说你们要加强课外阅读，你们要读更多的课外书，只是一种布置。老师放弃了责任，没有把课外阅读的一些东西补充到课堂上来进行，而且老说教不完。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的教材课文也和过去差不多，识字量加大了以后，意见就很大，老说教不完。到三年级以后，还觉得教不完，其实那个时候，孩子的阅读能力就已经很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不完。一篇白话文，为什么要拿两到三个课时死劲地磨。所以说，第一个问题，阅读能力是学习能力的核心。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详细地阐述。那么在美国有这样一个调查，美国教育部有一个阅读委员会，他们做了一份调查认为：学校课程的每一项内容都根植于阅读这个基础。那么在我们国家也有中国社科院的一个补位，他是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他做了一个儿童阅读的调查，有一个结论：儿童的学习成绩越好，他阅读的频率就越高，以及阅读时间就越长。反之就相反。第二个观点呢，课文的阅读不能代替整个的阅读，因为我是编人教版教材的人，我很



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课文篇幅都偏短，到 12 册的时候最长的文章也就是两千来字，不适合发展学生长篇的中篇的阅读能力。我认为中长篇的阅读能力是需要专门去培养的，而不是说从课文中得到一定的方法，就可以自然地拓展到课外、延伸到课外，我觉得这种能力需要专门地培养。第二点，我始终觉得课文太干净，其实这个也不能怪教材的编者，他有很多的审定委员会以及全国的老师都盯着，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篇课文叫《丰碑》，军长看见一个士兵在那儿被冻死了，然后他要就把军需处长给叫过来，原文是骂了一句粗话：“他妈的，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结果我们在改这篇课文的时候，肯定是毫不犹豫地把“他妈的”这几个字给划掉了。再比如说，在编新教材的时候，我们选了一篇文章《盲人摸象》，大家都知道的一篇很有名的寓言。编好了以后去审定的时候，你们知道是谁给我们来一封信吗，强烈地要求我们把这篇课文给取消，是国家残联，说我们这是讽刺残疾人。这就是说在编教材时会有很多顾虑，我们不得不考虑。所以我说课文的阅读不能代替儿童整个的阅读。儿童的阅读应该是多面向，他要接触各式各样的语文表现的形式。就像昨天李吉林老师讲到的，它是多面向的，如果这个表达过于纯正，过于没有作家的风格的时候，他再去读其他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会有障碍。那么，第三个观点哩，课外阅读的规定应该纳入教学目标的总体考虑当中。《课程标准》规定应该有 145 万字或 400 万字的九年义务教育阅读总量。我知道江苏的苏州扬州做得很好，我觉得其他的老师应该把他纳入到教学目标的总体考虑当中去。那为什么班级读书会是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有效方式呢？我想是这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完整的阅读能力，第二个是有助于让孩子体会阅读的乐趣。你看这样一个阅读讨论课《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孩子们读这样的文章可能会比读其他的课文更感兴趣一些。第三，读书会有利培养学生终身阅读习惯的。这一点，我想不用再多说了。第四个方面，我觉得班级读书会还有利于老师转变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大家都知道课程标准当中提出来的是以学生为主体，老师是引导、诱导、辅



导的这样一个作用，但许多老师习惯过去的教学方式之后，要转变很难，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这样。这样，如果有班级读书会的时候，一本那么厚的书或一篇其它文章，你不可能来做很详细的分析，那么恰好是迫使教师进行教学方式的转变。班级读书会预备的工作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老师的认识和理念，那么现在企业都讲一个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我想我们搞班级读书会也需要老师对班级读书会它的迫切性、它的必需性这样一个观念的认同，然后我们才能走到这个上面来，而且他的认识和理念应该有更多的操作方式。所以我今天跟老师们讲的是比较切合实际一点的，讲一些方式。那么学校的支持和理解、家长的配合和帮助，特别是在全国推行一费制的情况下，所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我想只要老师们能够认识到它的一个紧迫性和必需性的话，会想办法去克服这些困难。大家看到扬州这次活动搞得这么好，其实我想他们也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来做这件事的，并不是没有阻力。教育部门表现出来的保守的状况，我想在全国甚至是在全世界呈现出来的。然后社会相关资源的利用，有的地方大一点的，比如说有少儿图书馆的，或者有一般的图书馆的，还有活动中心、报刊社出版社，都要善加利用。第二，成立班级读书会的一个预备的工作，时间的安排，我个人认为老师们刚开始要做的时候，一学期安排个两到三次也就可以了，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段，安排一些活动，让孩子把书读透、读多一点，一学期安排两到三次，如果过于频繁的话，会让孩子疲于奔命。而且你本身的教学的安排，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教教材嘛，或者用教材来教，那么会打乱你的计划。第三、目标和计划，我想都是老师们刚开始搞班级读书会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思想和观念在里面，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那么这里有一份“台湾宜兰县新南国小推动‘班级读书会’实施计划”，老师们可以看一下，它实施的方式有这么几



步，比如说开立“班级书单”，昨天也有老师问道，在“亲近母语”教材后面也有低、中、高各个年段的书单，而且我认为这个书单应该不断更新。第二，全班共同研读一本书，拿到班上来讨论我觉得这也是班级读书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然后制定一个班级读书的荣誉制度，当然了，他们有台湾的特点，用“麦当劳”的餐券去吸引孩子们。还有“最爱读书人”这样一些奖项，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来鼓励孩子加强课外阅读，和童书交上朋友。那么它有一个预期的效益，这个倒和我们差不多，包括听说读写语文能力的培养，还有涵养文学素养，然后哩，建立一个书香教室、书香校园。这个效益就是具体目标，在这个目标之下，应该还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而且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老师们在做的时候，心态一定要放宽一些，不要急功近利。如果太急功近利，坚持的力度就不会那么大。然后书籍的选择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层次，和教材一样，一定有个由易到难的过程。在一二年级的时候，老师们对这个感受还不是太多。比如图画书的教学该怎么进行，还有和孩子讲故事、读故事该怎么进行。到中高年级以后，孩子们读名著，老师们该怎么引导，应该有哪些名著推荐给孩子读。然后考虑孩子的阅读兴趣，我觉得这一点最重要。昨天晚上我去书吧的时候，有老师问我，最适合给孩子先读什么，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最适合孩子读的第一本书至少能让孩子笑起来的书，这一点也很重要。第四，儿童文学是儿童阅读首选的目标，儿童文学一般来说分成两种，一种是儿童本位的，是作家专门为儿童写的作品。第二个是非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本来不是为孩子们写的，而孩子非常喜欢读的，比如《西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格乐佛游记》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们要注意儿童文学的素养很重要，你要对儿童文学有所了解。我在《福建教育》第五期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谈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的问题。儿童文学其实是适合两代人来共同阅读的，孩子可能会认识到故事的层面，而老师和家长可能会读得更深一些。昨天我跟老师讲到一个《爱心树》这样一个图画绘本，这个图画书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年轻人，他小的时候，种了一棵树，他和树的关系非常好。后来，树慢慢地长大，年轻人也慢慢地长大。但是他很少再去看这棵树，于是这棵树就觉得非常孤独。有一天，年轻人来到树下，他说：“我要结婚生孩子了，你能给我一些帮助吗？”爱心树就说：“可以，你把我的枝干砍下，去造一座房子吧。”这是一个情节。后来，年轻人又来了，他说：“我要出去谋生，你可以给我一些帮助吗？”爱心树说：“你把我的主干砍掉，去造一艘船吧。”结果，年轻人把树的主干也砍掉了。很多很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老头。他回到家乡的时候，非常疲惫。告诉树说：“我回来了，但是我已经很老了。”树说：“我也不能再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了，你就在我的树桩上坐一会儿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结尾也很巧妙，但是读起来就会让人眼睛一热。我想孩子也会喜欢这样的故事，尽管他们体会的还不那么深，但是我们先像一颗种子一样，先种在他的心田中，以后他会慢慢地体悟到更多。好了，这儿给大家提供一些有关少儿图书信息的一些渠道，比如《中华读书报》的成长版，《中国教育报》的“读书周刊”，《图书商报》的童书版，还可以关注当前最新出版的一些书籍，还有网络，当当的，红泥巴的，还有中国图书网。那么希望老师们在搞班级读书会的时候有一个好书情报员，或是新书情报员，能够搜集资料，判断当前的好书。不要被媒体所左右，一定要自己先读，如果自己喜欢的话在推荐给孩子。第五，如何指导班级读书会，首先要布置孩子在课外自由阅读，老师要提示阅读的方法，并提一些要求，比如作些读书笔记呀等等。学生还要记下自己准备讨论的问题，或是自己不太清楚的地方来讨论。然后填写一个阅读记录表，阅读记录表包括书籍的相关信息。比如作家、出版社、阅读时间、主要内容、阅读感受等，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做的时候，不要作为一个很硬的任务去布置给学生。形式也可以更活泼一些，像刚才何老师执教的，把手工制作和阅读结合起来，来激发孩子阅读的积极性。我小时候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老师说明天带你们去春游，到哪儿哪儿玩，同学们就欢呼起来了。然后，老师第二句就是回来以后每



个人写一篇作文，大家一听一下就泄气了。我想搞读书会也是这样，如果你布置一个很硬的任务，完成什么什么作业，学生就会感到没有那么有趣。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山东济南的小朋友做的课外阅读记录卡，我觉得还不够活泼，但还可以，因为毕竟是二年级的学生坐的。第二，布置教室的讨论环境，比如说座位的排列，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另外要根据书籍内容适当布置环境，比如说讲一个森林冒险的故事，可以让孩子动手画一画，这也是体现学科的整合。在教室里面也可以展示一下阅读的记录，让孩子看一下比较有趣的方面。第三是讨论，讨论是班级读书会中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最怕的就是老师过于负责，过于以自己的意志来主导孩子，不让孩子说话，设计得过于精细，我觉得可以放松一点，比如上午的班级读书会，如果说要有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老师主导的太多，一个一个环节扣得太死。那么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方式，孩子自行提问，老师帮助整理。那么这个过程老师们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会害怕时间不够，或者是孩子提出来的问题我答不上来怎么办，那就需要老师把心态放开。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所谓“后现代”，一个资讯的时代，你一定是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既然是共同学习，孩子们的问题你答不上来，其实也没什么羞耻的。都说现在是一个后喻文化的时代，也就是说后来的人并不比前人知道的少，尽量让孩子自行解决。第三，不要急着帮助下结论，因为一部作品一定是提供了多面向的思考的空间。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见解，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三年级的小朋友。老师如果能让他们讨论或者争论起来就更好，而且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第四个方面，鼓励学生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不一定有共识或标准答案，你不要最后总结一个标准答案出来。那么第六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你要有调节和控制现场的技巧，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要鼓励孩子们。比如说你要考虑很多情况，在冷场的时候或有些孩子特别喜欢发言的时候，你要有控制的技巧。要不挫伤孩子的自尊心同时又能让讨论顺利地进行。第四是延伸活动，听、念、演、画、唱、做，这些可能在老师们平常的课文教学当中已经有所采用。那么制作书签，邀请作家到校见面，还有



想象另一种结局，还有何老师给大家展示的通过手工制作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这些我觉得都是延伸活动的部分，都比较重要。在这里，我把班级读书会的组织开展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经常听到有的老师这样说，天哪，这么厚的一本书，孩子们能读得完吗？我常常这样来回答，天哪，这么短的一篇课文，你要教那么长时间吗？那么老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有一些提示，这是加拿大的一个儿童文学方面的教授帕瑞•诺德曼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说：“有太多孩子学到的，的确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有限。”我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今天讲话的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