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乃红：图画书阅读教学中的讲述和问题设计岳乃红，亲近母语课题组核心成员，江苏省特级教师，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大陆班级读书会最早的实践者之一，著有《班级读书会 ABC》等，《我的母语课》主编之一。———————————图画书的阅读，尤其是文学类图画书的阅读侧重于文学的欣赏。如何让课堂散发出文学的气息，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带领儿童走进图画书，这其中文学的讲述和文学的讨论显得尤为重要。 一、图画书阅读教学中的讲述儿童的母语学习是需要声音的，声音可以直接地——生理地刺透入身体和感觉。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说：“对于所有孩子来说，图画书不是用来读的书，它是请别人读，而他们用耳朵接受语言的书。”而在图画书的阅读教学中，这种“读”不能仅仅理解为“念”，而应该要当作“讲”来认识，把故事通过自己的讲述传达给孩子们。这样，图画书的语言通过老师从儿童的耳朵到达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画书的故事是作为成人讲的东西扎根在孩子心里的。
（一）与单纯的图画书讲述有什么不同
近年来，在图画书的阅读推广中，讲述这种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儿童阅读推广人接纳并践行着，短短几年中，图画书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教室、家庭、社区等。这种单纯的图画书讲述是讲述人面对成人或是儿童，将图画书的故事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述的一种方式，因为没有教学任务的羁绊，这样的讲述显得更加自由、随性，讲述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作品作一定的增删，并阐发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一旦将图画书讲述进入教学现场，那么就会发现图



画书阅读教学中的讲述和单纯的图画书讲述还是不一样的。
1.从教学目标来看——
单纯的图画书讲述只是把这本书带到听众面前，是讲述人单方面地输出，目的是为了推介这本书。而图画书阅读教学中的讲述有着明确的教学目标，就是为了带领学生更好地阅读，读图画，读文字，读图画和文字背后的东西，丰富学生的文学体验，最终让他们懂得应该怎样去阅读一本图画书。
2.从教学过程来看——
因为只是在推介这本书，所以单纯的图画书讲述过程中，一般不需要讲述人作停留。而图画书阅读教学过程中的讲述是需要做一些停留的，停留是为了对一些重点的画面进行欣赏与解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是为了策应阅读后的分享，为分享阅读体会和阅读经验做铺垫；二是为了指导学生更好地读图，提高视觉思考能力。因为在文字产生之前，我们人类的学习 80%是通过眼睛进行的，当文字出现后，人们的读图能力也随之下降。视觉智慧的失落，无疑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尴尬。而图画书的阅读则有利于重拾起这种视觉智慧，因此藉由图画培养孩子们的视觉思考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路径。长此以往可以养成孩子们精确观看的习惯，并由观察分析架构自己的思考。
3.从师生角色来看——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在单纯的图画书讲述中，学生是一个聆听者；而在图画书阅读教学的讲述中，学生不是单纯的聆听者，更是一个阅读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在单纯的图画书讲述中，教师是一个讲述者；而在图画书阅读教学的讲述中，教师不是单纯的讲述者，也是整个阅读过程的引领者、指导者、促进者。
（二）图画书阅读教学中的讲述应该关注的几个问题
1.选择怎样的讲述视角？
讲述的视角大致有三种，一是全知视角，即讲述人无所不知，不仅知道故事中的人物知道的所有事情，还知道人物所不知道的秘密，讲述时通常采用第三人称；二是限制视角，即讲述人和故事中的某个人物知道得一样多，这个人物不知道的，讲述人也不知道，讲述时通常采用第一人称；三是纯客观视角，即讲述人纯客观地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人物的外部行为展示出来，至于人物的心理活动则不作任何交代，讲述时可以采用第三人称。
在图画书阅读教学中应该采用哪一种讲述视角呢？我们还是应该从儿童出发，因为我们的教学是为了指导儿童进行阅读，因此我们带领儿童进入图画书的视角一定要和他们的阅读视角相一致。那想一想作为读者的儿童是站在什么视角来阅读这本书的？很显然是读者视角，实际上就是全知视角，因为他们知道故事中所有的一切，包括故事中人物所不知道的。因此，图画书阅读教学中的讲述采用第三人称是比较适宜的，这样讲述人不仅可以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等等所有的一切都糅合在讲述之中，还可以从故事中跳出来，指引阅



读的方向。
2.如何处理画面和文字？
图画书是通过图画和文字来共同讲述故事的。在讲述过程中如何处理画面和文字，从而引领学生进行深层次阅读呢？
首先谈谈图画的处理。前面提到教学中的讲述，学生不仅仅是一个聆听者，还是阅读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因此我们要充分运用图画，指导学生阅读图画中所隐含的、可是却容易被读者忽视的一些细节，在细节的阅读中逐步领悟作品的意义；另外也可以充分利用图画，让学生参与到讲述中来，根据画面来讲述自己所看到的故事，由此主动建构画面的意义，培养他们的视觉思考能力，同时在讲述中丰富自己的文学体验。
再来谈谈文字的处理。和图画书的图画作者一样，文字作者的创作也是经过反复推敲、深思熟虑的，所以图画书中的文字和图画一样重要。讲述中，讲述人虽然要把故事中的语言转变成自己的语言，但是这样的转换还应该尊重文字本来的基本面貌与风格。另外，图画书中的文字也是有节奏的，讲述中要善于运用文字的节奏，让学生在感受节奏的同时能参与其中，共同品尝阅读文字的乐趣。
3.是否需要完整讲述？
单纯的图画书讲述，讲述人一般会根据讲述的需要对故事情节做一些删减，有时甚至是



一种省略与跳跃。教学中的讲述能这样做吗？还是回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因为是指导学生进行阅读，那么首先就要让学生直面作品，即将故事的本来面貌完完全全地呈现给学生，也让作品本身去引发学生的思考。因此，图画书阅读教学中是需要完整讲述的。
4.是否需要主题阐释？
单纯的图画书讲述，讲述人在讲述完故事之后，一般会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作一个较为深度的阐释，让听者感受作品的价值和推广的意义。那么教学中的讲述是否也需要在讲述的结尾处对作品的主题进行阐发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自己去体会，自己去发现，如果把我们成人的理解灌输给学生，而堵塞了学生建构作品意义的通道，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初衷。

二、图画书阅读教学中的问题设计
阅读的乐趣不单单来自作品本身，也是在阅读的讨论与分享中获得的。如何进行讨论，让文学的阅读走向深入，教学中的问题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图画书阅读教学中的讨论一般分为三个教学时间段，分别在读前、读中和读后，下面就以我国原创图画书《团圆》为例，分别谈谈这三个教学时间段里的问题设计。
（一）读前问题设计
著名儿童文学研究者佩里·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中说：“在开始阅读一本图画书



之前，封面是影响读者期待的最重要的因素。封面或护封上的图画通常涵盖了故事中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图画书的阅读一般是从封面开始的。
读前的问题设计也要指向于封面，有时也可以加上封底，因为不少图画书的封面与封底连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图画，这就要求我们得把封面与封底同时展开来看，将一幅完整的画面呈现在孩学生面前。有时根据图画书的特点，我们也可以将封底的阅读提前。
佩里·诺德曼认为，封面是我们对书进行预测最重要的来源。因此读前的问题设计重在让学生观察封面或封底，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藉此猜测故事的基本信息和大致内容，激发孩子们的阅读期待。因为这个教学环节只是阅读的开启，因此耗时不宜过多。
（二）读中问题设计
读中这一教学环节，实际上主要是教师讲述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对图画书中的重点画面进行解读，引导学生在观察画面的细节中发现、体悟作品的意义。那么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
1.什么是重点画面？
重点画面一定是推动故事叙述的画面，一定是集中体现人物情感的画面，一定是蕴含作品创作主题的画面，一定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重点画面往往包蕴着作者的情感与思考，它的表现方式有很多，以《团圆》为例：



（1）跨页的设计：整本图画书中共有三幅跨页设计，描绘了故事展开的背景，即一个江南小镇，因此我们看到了很多带有江南水乡的民族文化元素：小桥流水、飞檐亭廊、大红灯笼、贴春联、包汤圆、舞龙灯……从而渲染出节日的喜庆气氛。
（2）色彩的运用：在整个图画中，不断出现明艳的红色，如爸爸的大红皮箱、妈妈的大红毛衣、毛毛的大红棉袄、墙上的大红“福”字、屋外的大红灯笼，更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也暗示了“团圆”的美好与温暖。
（3）小物件的运用：故事当中有一个小物件——好运硬币，整个故事就是以它作为线索展开的。
（4）画面的分割：画者善于在单页中将一幅完整的画面切割成多个小画面，由此展现人物的行动，在连续性的动作中描摹人物的情感。比如大年初二爸爸忙碌的情景，毛毛寻找好运硬币的情景等。
（5）视角的变化：为了积极配合作品的主题，画家不断变换着人物观察的视角，其中只有一个俯视的视角，即爸爸带着女儿来到屋顶，在爸爸的肩膀上，女儿远望神往已久的世界。
2.如何选择重点画面？



虽然在讲述的过程中，需要对重点画面作停留，但是这样的停留也不能以削弱作品讲述的完整性为代价，因此一般只能选择 2个左右的画面做重点解读。那如何选择重点解读的画面呢？在《团圆》的教学中，我主要选取了两个画面：
一是一家三口在除夕夜的鞭炮声中依偎在床上的画面。这个画面也是这本书的封面，其实每本图画书的封面作者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为什么把这幅图作为整本书的封面呢？很显然，就在这个时刻，一家人的身体和情感才算是真正的“团圆”了，这幅图画点明了整个作品的主题。
二是爸爸带着女儿来到屋顶眺望整个小镇的画面。前文提到这幅图画是整本书中唯一的一个用人物俯视的视角表现眺望的画面，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这却又是一个仰视的视角。看着这幅图，你有什么感觉吗？很显然，这样一个视角，能让读者充分感觉到一个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可以想见父亲的归来对于女儿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选择这幅图画也就呼应了作品的主题——团圆。
因此，选择重点画面一定要契合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问题的设计也要充分体现这幅画面的意义与作用，同时还要与读后讨论的话题形成一定的呼应。
（三）读后问题设计
松居直先生说：“读书这种事，比起读来，读过以后的时间更重要。”可见读后的讨论相对于读前、读中就显得更为重要，也因此需要更加深入。设计问题时我们要注意三点：一是



体现整体性，和读前、读中讨论不同的是，图画书的读后讨论针对的是整本图画书，因此应该立足整本书，从整体上架构问题的设计。二是体现层递性，层递性是指问题与问题之间既要有所侧重，也要有所粘连，既要有一定的层次，又要层层将文本的讨论引向深入。三是体现个性化，每本图画书都有体现这一本图画书不同于其他图画书的地方，因此准确把握“这一个”，就是引导孩子进入每本书的“法门”。还是以《团圆》为例，在读后讨论中，我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
1.这本书的讲述从爸爸回家开始，到爸爸离家结束。想一想，爸爸一共在家几天？在家的几天中都干了些什么？从中你有什么发现？说说“团圆”对于爸爸来说意味着什么。
设计意图：一是帮助学生梳理故事情节，经过前面的讲述，孩子们虽然了解了故事的大致内容，但是还缺乏对故事情节的整体把握；二是紧扣“团圆”揣摩人物的情感，一年回家一次的父亲，面对家庭时的心情是复杂的，而这也正是作品能够打动人的地方。
2.从爸爸的回家，到爸爸的离家，我们发现几天中毛毛的情感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引导学生关注故事开始和结尾处父女俩相拥的两幅画面，说说毛毛的两次流泪有什么不同。
设计意图：整个故事是从一个小女孩，即毛毛的视角来讲述的，而这个视角恰恰是学生最能够走进的视角，从毛毛的情感变化，我们更能让学生体会到“团圆”对于一个常年见不到父亲的小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从而呼应了“团圆”的主题。
3.在毛毛的情感变化中，我们不能忽视故事中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好运硬币。毛毛



珍视这枚好运硬币吗？既然毛毛如此喜爱这枚好运硬币，为什么临走时还要送给爸爸呢？
设计意图：前面提到，整个故事主要就是围绕着“好运硬币”展开的，它寄托着父女俩之间的美好祝福。问题的设计着眼于人物的内心冲突，在冲突中让学生体会父女之间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很好地策应了“团圆”的主题。
4.关注封底：好运硬币一直是爸爸的珍藏，爸爸的工作是繁忙的，可是尽管忙碌，爸爸的心中却有着这个家，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回望封面：长久的等待为的就是短暂的团圆。因为短暂，因此相聚的日子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再看到这个封面，你有什么感觉？
设计意图：整本图画书直到封底才算讲述完毕，封底上的全家福和玻璃瓶里的好运硬币，既交代了故事的结局，也说明了爸爸对家庭的想念和对“团圆”的期待。所以在回望封面时，孩子对封面中画面的理解就不再是刚刚进入阅读时的状态了，学生的情感体验自然就变得丰厚起来。以上可见，读后讨论的问题设计是从整体的角度架构思考的路径，每个问题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向作品主题，问题与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又是逐层深入的。这样，作品的主题就在这回环往复中深入到每个学生的心中，丰富着学生文学的体验。参考文献[1] [日]松居直著，季颖译：《我的图画书论》，湖南少年儿童版社出版社，1997 年版。



[2] [加]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著，陈中美译：《儿童文学的乐趣》，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年版。[3] 余丽琼⁄文、朱成梁⁄图：《团圆》，明天出版社，200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