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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阅读永恒的魅力——《草房子》阅读指导设计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级语文专业教育硕士 李怀源设计理念：1、阅读是属于儿童的阅读。同一本书，不同年级的学生读，教师进行阅读指导应该是不同的。阅读指导要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关注儿童发展的需要，关注儿童的心理需求，找准学生关注的点，以点带面，让学生通过交流获得提升。“好玩”“有趣”往往是学生阅读需求的中心词，微言大义的指导只能败坏学生的阅读胃口。2、指导交流不是阅读的终点，而是阅读的加油站。开展读书交流活动，不能变为经验的总结大会，进而成为一本书阅读的终结。阅读交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加学生深层探究的欲望，让学生加深认识、获得读书经验，领悟读书方法、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3、阅读指导要帮助学生读出文字背后的东西。阅读需要交流，同时也需要指导。教师应该怎样开展读书指导，不能只让学生停留在相互交流的层面上，要通过阅读交流促使更深层次的思考，让学生发现自己所不曾发现的细节。设计目标：1、学生能对《草房子》这本书有自己的评价。2、交流的过程转换为与作者、与书中人物对话的过程。通过交流，对书中人物有更深的了解。设计说明：此设计对象为小学高年级学生。即可作为一次交流活动进行，时间为 60 分钟；也可把这本书的阅读分为四个阶段进行，每一个阶段都在学生自读的基础上进行，每次 40 分钟即可。交流过程：一、上篇——印象。1、谈谈对《草房子》这本书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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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谈对作者曹文轩的印象。3、谈对书中“草房子”的印象。4、出示书中人物（秃鹤、细马、桑桑、纸月、杜小康……），说出他们在你心中的样子。设计说明：谈印象，一是对这本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同时让学生知道——读一本书除了关注具体的情节以外，还要关注作者。教师在学生说出自己心中的作者后，有意抛出了这样一个话题：通过读这本书你知道曹文轩是一个怎样的人？二、中篇——寻访。1、人名的由来（秃鹤、细马、桑桑、纸月、杜小康……）作者为什么给这些人起这样的名字？学生自读、讨论。在孩子们各抒己见说出了感兴趣的人物以后，师问：你觉得我们班中有没有像书中人物的？2、地名的由来（药寮、油麻地、艾地、浸月寺……）这些地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在充分的交流后，师问：通过研究人名、地名，你觉得读书时应该注意什么？设计说明：寻访是以人名与地名为线索，对整本书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人名和地名的研究，找出命名的证据，学生对这本书进行更深层次的阅读，对人物性格特点有了更深的了解。通过交流，学生很自然地就领悟到，书中的人名、地名都寄托着一定的含义。将身边的人物与书中的人物相结合，使孩子们在进一步理解书中人物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意识到，以后自己如何描写人物。三、下篇——分享。1、自由评说。“你觉得最有趣的地方？你觉得最悲伤的地方？你觉得最高兴的地方？你觉得最向往的地方？你觉得最气愤的地方？你觉得……”2、定点发散。出示：“有趣”，“看到这个词，你想到了文中的哪个人？哪件事？哪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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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言欣赏。①出示：同桌不给，拿着帽子跑了。秃鹤追过去：“给我！给我！给我帽子！”秃鹤苦苦地叫着：“我的帽子！我的帽子！”秃鹤在校园里东一头西一头地找着阿恕：“我的帽子,我的帽子……”秃鹤就揪住了桑桑：“我的帽子！”桑桑说：“我没有拿你的帽子。”秃鹤依然叫着：“我的帽子！”“我真的没有拿你的帽子。”秃鹤就将桑桑扑倒在田埂上：“我的帽子！”师：秃鹤为什么不停重复“我的帽子”？②在一旁喂鸽子的桑桑，就一直静静地听着。等外婆与纸月走后，他将他的鸽子全都轰上了天空，鸽子飞得高兴时，噼噼啪啪地击打双翅，仿佛满空里都响着一片清脆的掌声。师：桑桑此时在想什么？鸽子真的会鼓掌吗？设计说明：分享是让学生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其他同学交流。自由评说，让学生尽情交流读后的所得。定点发散，让学生以“有趣”为基点对书中人物、情节、场面等进一步梳理。儿童阅读，毕竟不是亲身经历，他们不会像经历过《草房子》那个年代的成人一样。对于“秃鹤”“桑桑”“杜小康”们的内心世界他们能够解读得毕竟太少，也可以留到他们今后去阅读。杜小康放鸭的艰苦、细马在油麻地的孤独、秃鹤为维护自尊的抗争，在孩子的眼中可能都是充满冒险乐趣的经历。在充分交流后，出示文中几个片段，引领孩子们通过具体的语句去感悟人物的内心世界，引导他们对语言进行感悟。四、续篇——来往。1、出示《与曹文轩叔叔谈文学》中的两组对话，学生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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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苗 苗：您的小说还有点儿像童话，很神秘。比如纸月吧，就特像童话里的小女孩儿。我可喜欢她了，我觉得桑桑也喜欢她。叔叔，桑桑就是您吧？纸月是真人吗？曹文轩：桑桑身上确实有我的影子，《草房子》中的好多形象也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唯独纸月，还真说不出出处来。可能是为了适应我的某种趣味，某种希望，或者某种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来了一个纸月。⑵苗 苗：叔叔，您的家乡是不是有一条特别大特别大的河啊？因为您的每一篇小说里都有水。曹文轩：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我喜欢水，这和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我的家乡，到处都有河，有桥，如果走 3里路的话，至少要过 5座桥。原来，我们那儿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所以在我一点点大的时候就会使竹篙撑的船，摇橹的船，桨荡的船了。写信与作者交流自己的感受或提出自己的疑惑。如果作者曹文轩就在你的面前，你会向他提出什么问题？2、为什么除了《艾地》《药寮》两章外，其他各章的最后都用了省略号？3、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有题目，而每章的每一部分都只用 1、2、3等标注，你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各部分写一个题目吗？设计说明：续篇是对阅读的延伸，引发学生更多的思考。如何和作者进行交流？应该深入了解作品，在作品中实现交流，也可以和作者直接进行对话，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文中除了两章结尾用了句号，其他各章结尾均为省略号。这两章一是艾地的主人公秦大奶奶过世了，一是药寮的主人公桑桑病好了，所以都用了句号。其余各章都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好像每一个主人公还有故事，每一个孩子还要继续成长。让学生留心细节会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让学生自己给各部分命题，学生必须熟读各部分才能做到，因为题目是每一部分内容的概括，命题就是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同时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