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012
!"34!)!5

!!"#$%&!!"#"’(

!6789!:;<=>?"@ABC#$#DE!
FGH;IJK$%&’()*
!"+,-./*0/01(’20./*.0&

!!)"6%!#)"@%!$)"89L0M;NO0:
;!%)"3(44)44%

!:PJQRST!"#UVWX &%&’(’Y’.%222Z

S[!)*+,###-./012

!!!"!@AB
#!!$!FGH;IJK
%!!&!DE\]^_‘]a%2Z&(’&&(1’
’!!(!FGH;IJK
)!!*!"+,-./*0/01(’20./*.0&
+!!,!bcde3fg
-./0!’/&556%2&55
+!!1!’’
2!!3!%%4hX
$!!4!%&’(i*jY’J
+!!4!%&’(i*jY’k3f
5!!6!4*)&&l

!!!$789":7;<

"G 9mnoQS$pqQKrstuv(
wx!&&%*’*12&*2&*"&&%*’*12&’(/&"
&&%*’*12&*&%4!ny#z!(’&&(1

"H QKRS{|3}~��7$p
��IJK��(

"��!7889!#:::);<=9>?;;)@?8



书书书

!专题阅读!!!中学语文选修" 编委会

主!!编# 丘小云

编!!委# 刘晓英!王!永!欧!苡!蔡嘉伟

庄!立!赖晓红!罗小维!朱!莉

刘清华!吕金铭!杨金增!苏晓红

董彩霞



书书书

目!录

目!录

第一部分!专题准备

问卷调查 ! " "###########################
自我测试 ! # "###########################
前置学案 ! $# "###########################

第二部分!专题实施

第一课段!初读质疑 ! %$ "######################
! !一" 草堂激趣 ! %$ "#######################
! !二" 基础阅读 ! %" "#######################
! !三" 提出问题 ! %# "#######################
! !四" 确定选题 ! "% "#######################
第二课段!独立阅读 ! "& "######################
! !一" 收集资料 ! "& "#######################
! !二" 研读资料 ! "# "#######################
! !三" 记录精要 ! ’( "#######################
! !四" 形成观点 ! ’% "#######################
第三课段!分组研读 ! ’’ "######################
! !一" 多向研究 ! ’’ "#######################
! !二" 选择伙伴 ! ’& "#######################
! !三" 选择学法 ! ’& "#######################
! !四" 共同解读 ! ’) "#######################
第四课段!比读思辨 ! *" "######################
! !一" 基础阅读 ! *" "#######################
! !二" 文本筛选 ! ** "#######################
! !三" 阅读进阶 ! *) "#######################
! !四" 挑战阅读 ! &$ "#######################
第五课段!班级交流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 !一" 任务驱动 ! &% "#######################
! !二" 交流分享 ! &" "#######################
! !三" 效果检测 ! #’ "#######################
第六课段!表达创造 ! #& "######################
! !一" 明确任务 ! #& "#######################
! !二" 名家示范 ! ## "#######################
! !三" 写作实践 ! )$ "#######################
! !四" 成果呈现 ! )$ "#######################

第三部分!专题评价

专题回顾 ! +$ "###########################
自我反馈 ! +% "###########################
课堂观察 ! ++ "###########################
学生成果 !$(%"###########################

第四部分!研究报告

开题报告 !$$$"###########################
结题报告 !$$&"###########################
大事记 !$’("############################

第五部分!研究文章

课程建设!发展素养 丘小云 !$’*"###################
自主质疑!辨识转换 刘晓英 !$’&"###################
多元阅读!点亮生活 欧!苡 !$’#"###################
互文比读!形成思辨 朱!莉 !$’)"###################
资源整合!丰富滋养 刘清华 !$’+"###################
批判思考!挖掘深度 蔡嘉伟 !$*("###################
阶梯对话!深入文本 吕金铭 !$*$"###################
案例研究!循环实证 苏小红 !$*""###################
跨科研究!携手成长 董彩霞 !$*#"###################
共同研修!享受成长 杨金增 !$*)"###################
经典阅读!复习策略 丘小云 !$&("###################

第六部分!媒体报道

阅读点亮思想!语文融入生活
!!!!探秘丘小云工作室的语文专题学习 $教育导报% 记者!胡!敏 !$&*"#

"



书书书

第一部分　专题准备



!"#$
!!"#$%&’



第一部分　专题准备

问卷调查

语文自主阅读调查问卷 （学生部分）
性别：　　　　年龄：　　　　年级：　　　　　　填表时间：

　　为了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有效地指导同学们开展自主阅读，特进行本次问卷调
查，请同学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认真填写。

１．课外如果有时间，你最想做的事情是 （　　）

Ａ看喜欢的书　　Ｂ看电视　　　　Ｃ上网　　　　　Ｄ随便玩
２．你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吗？（　　）

Ａ非常喜欢，基本每天都看 Ｂ一般，偶尔看
Ｄ不喜欢，从来不看

如果选择Ｄ，直接做第９题。

３．你一个月平均课外阅读量大约有 （　　）

Ａ　５页以下 Ｂ　２０页以上 Ｃ　８０页左右 Ｄ　２００页以上
４．读书时你喜欢做读书笔记吗？（　　）

Ａ喜欢　　　　　　　Ｂ不喜欢　　　　　　Ｃ有时做
５．你的读书笔记一个月一般能达到多少字？（　　）

Ａ　１０００字以下 Ｂ　１０００字以上 Ｃ　２０００字以上 Ｄ更多
６．你阅读时习惯勾画优美句段吗？（　　）

Ａ会　　　　　　　　Ｂ从不　　　　　　　Ｃ有时会
７．你阅读时会及时写下即时触发的感悟吗？（　　）

Ａ会　　　　　　　　Ｂ没想过　　　　　　Ｃ想过但懒得做
８．你读过作品后，能不能对作品作出一些概括性的评价？（　　）

Ａ能　　　　　　　　Ｂ不能　　　　　　　Ｃ能但可能不得要领
９．你个人的学习主动性如何？（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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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主动完成学习任务 Ｂ需老师同学督促
Ｃ完成任务比较拖沓

１０．你有制定自主学习计划的习惯吗？（　　）

Ａ已成习惯　　　　　Ｂ偶尔制定　　　　Ｃ没有
１１．你在自主学习时，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预定任务？（　　）

Ａ能　　　　　　　　Ｂ基本能　　　　　Ｃ很少能
１２．你预习的基本方式是 （　　）

Ａ不用教辅材料，先自主阅读新课，圈划疑难点
Ｂ阅读教材，并借助辅导材料完成学案预习部分作业
Ｃ单纯看一下课本，不做文字标注，也不圈划要点等

１３．你使用语文课本的习惯是 （　　）

Ａ自觉主动地独立阅读，配合课堂上老师的讲解作进一步的学习
Ｂ根据老师要求，完成指定的阅读篇目
Ｃ有时间就翻一翻，没时间就不看

１４．你上课时是怎样提高效率的？（　　）

Ａ边听边想边记，并积极与老师互动，有疑问在课内或课外与老师、同
学讨论

Ｂ边听边把要点及疑问记下来，课后找资料解决
Ｃ抄下老师的板书
Ｄ只听不记，或很少记笔记

１５．你怎样利用课堂笔记？（　　）

Ａ定期整理课堂笔记，把握重点，解决疑难
Ｂ记下重点内容或老师的提示，等到考试复习时再看
Ｃ只是随意记下一点，没有多少利用价值
Ｄ几乎不记笔记，也从不看笔记

１６．假如老师对你的问题解答后，你还是不明白，你通常会 （　　）

Ａ继续向老师发问 Ｂ不再发问，找同学或家长解答
Ｃ不再发问，自己思考解决 Ｄ不再发问，也不去思考了

１７．老师在课上，会组织一些小组讨论之类的活动，你会 （　　）

Ａ积极与同学讨论
Ｂ参加讨论，但觉得经常会跑题，讨论的效果也不佳
Ｃ基本不参与讨论，习惯当听众
Ｄ趁机与同学聊天

１８．你认为对于语文阅读课，下列哪种上课方式最好？（　　）

Ａ老师详细讲解教材，对教材之外内容尽量少发挥

４



第一部分　专题准备

Ｂ教师不要只是注重课文本身内容讲解，尽量拓宽知识面
Ｃ学生自己讲为主，各抒己见，老师参与讨论
Ｄ教师主导，学生自主学习

１９．请你写出对你影响最大的５本课外书的书名和５位你最喜欢的作家的姓名。

２０．你对老师推荐的书满意吗？

２１．你能说出老师教给你的几种阅读方法吗？

２２．你对语文阅读教学满意吗？为什么？

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调查问卷 （教师部分）

老师：
您好！为发现制约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促进区域

内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改进、教学效率的提高，我们特向您做本调查。谢谢您
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填写，您的真实想法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很重要。

谢谢您的合作和支持！
丘小云教育工作室

１．您对自主阅读相关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的学习和了解的情况是 （　　）

Ａ有比较深入的学习，并有不少体会和收获
Ｂ有一些学习，但不多，也不系统
Ｃ没有接触过，不了解

２．您所在的教研组是否进行过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研讨？（　　）

Ａ经常进行研讨　　　　Ｂ有时讨论　　　　　　Ｃ没有认真讨论过
３．在您的阅读教学中，是否组织学生进行自主阅读？（　　）

Ａ经常组织，学生训练有素
Ｂ偶尔组织，学生有所接触
Ｃ从未组织过

４．您认为当前指导学生进行自主阅读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 （　　）

Ａ教师自身底蕴不深，阅读水平不足
Ｂ学生基础太差
Ｃ应试背景下没有时间，无法有效实施

５．您是否对学生的阅读兴趣情况进行过调查了解？（　　）

Ａ有 Ｂ没有
６．您的学生是否都具备一定的自主阅读习惯和方法？（　　）

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Ａ几乎都具备　　　　　Ｂ一半左右具备　　　　Ｃ很少具备
７．您最希望看到的阅读教学成效是 （　　）

Ａ学生阅读兴趣被激发，积极主动阅读
Ｂ学生完成阅读试题分数的增加
Ｃ学生完全掌握自主阅读的方法

８．在确定阅读教学内容和目标时，您是否征求学生的意见？（　　）

Ａ经常　　　　　　　Ｂ偶尔　　　　　　　Ｃ从未
９．在阅读教学课堂上，您是否会留给学生小组讨论、学生个人思考探究的

时间？（　　）

Ａ经常 Ｂ偶尔 Ｃ基本上不
１０．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您是否要求学生对自己阅读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总

结？（　　）

Ａ一直要求 Ｂ偶尔要求 Ｃ没有要求过
１１．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您是否有意识地要求学生对阅读内容进行质疑并留

给学生质疑讨论的时间？（　　）

Ａ经常 Ｂ偶尔 Ｃ基本上不
１２．您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是否会引导学生对自身的阅读过程及结果进行评

价？（　　）

Ａ对结果和过程都进行细致的评价
Ｂ对过程评价较多，对结果评价较少
Ｃ一般都对结果进行评价，很少对过程进行评价

１３．您对班上的学生阅读教材外书籍的态度是 （　　）

Ａ积极支持并加以指导
Ｂ学生如有具体问题请教，会提出建议，但不主动指导
Ｃ不过问，那是学生自己的事

１４．学生自主阅读结束后，您是否经常会布置一些实践性的语文作业或组织
相应的语文活动？（　　）

Ａ经常 Ｂ偶尔 Ｃ基本上不
１５．指导学生自主阅读后，您是否将过程与成果的思考加工形成论文或校本

教材？（　　）

Ａ经常 Ｂ偶尔 Ｃ基本上不
１６．您认为打破学生被动阅读的局面的方法有哪些？

１７．您认为打破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局面的方法有哪些？

（赖晓红等设计）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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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设计意图：该测试客观检测学生的知识储备，充分尊重学生，让学生了解
自己的学习状况；这既是激励，也是鞭策，同时为下一步的学习提供目标和动
力———学习的准备是从师生双向出发的。）

一、基本常识
亲爱的同学，有关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你已读了不少，试着用下面的四

个选择题对自己关于杜甫的了解作个自我评价。

１．唐代诗人杜甫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他的诗被称为 “诗史”，他本人被
称为 （　　）

Ａ诗仙　　　　　Ｂ诗圣　　　　　Ｃ诗鬼　　　　　Ｄ诗佛
２．下面关于杜甫的说法中，你认为哪些是正确的 （　　）

Ａ杜甫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他的诗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
风貌。

Ｂ杜甫推崇儒家的 “仁政”思想，具有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
宏伟抱负。

Ｃ杜甫因不满朝廷的腐败，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在此期间写了大量
的诗作。

Ｄ杜甫是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这在他的诗
中有所体现。

３．对杜甫的诗歌，下面的说法，你赞成哪些观点 （　　）

Ａ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具有 “沉郁”的特点，讲究炼字炼句。

Ｂ杜诗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 “建筑美”。

Ｃ杜甫的诗歌在意象的选择上，恣肆变化，既有自然景观，又有普通百
姓，还有权贵势力。

Ｄ多数人认为，杜甫诗歌语言精炼，感情真挚，描写深刻，细腻感人，
形象鲜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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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关于杜甫的诗歌，下面的说法，你赞成哪些观点 （　　）

Ａ杜甫诗歌风格的形成，缘于他恪守儒家思想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Ｂ杜诗大多反映当时社会面貌，描述民间疾苦、抒发悲天悯人的忧国忧
民情怀的作品尤其多。

Ｃ杜甫不论生活多么艰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都总是在关怀着国
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

Ｄ安史之乱中，杜甫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反对统治者征发
百姓参战。

参考答案：１．Ｂ；２．ＡＢＤ；３．ＡＢＣＤ；４．ＡＢＣ

　　 自我评价

请完成下面的表格，用 “√”给自己一个评价。

知识点
自我评价

不知道 知道一点 知道但模糊 知道较多 清楚

杜甫生平

杜甫思想

杜诗价值

杜诗语言

杜诗内容

关于杜甫
的疑问

二、古诗鉴赏
请阅读下面这首杜诗，回答后面的问题，对古诗阅读能力作一个自我评价。

旅夜书怀
杜　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１）诗的颔联，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请加以赏析。
（２）诗的后四句抒情，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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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阶梯

第１题分析
（１）能力要求：评价能力———对阅读材料的思想情感、表达形式、价值等进

行鉴别和评价。
（２）参考示例：“垂”字形象地描绘了遥望原野，天边的星宿也仿佛垂到了

地面，表现出原野的广阔；“涌”字生动地描绘出大江之中，江水浩浩荡荡东流，
一轮明月映照在江水中，随着江水的流动而浮荡着。诗人以乐景写哀情，用辽阔
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反衬出他孤苦伶仃的形象和漂泊的凄凉之感。

（３）自我评价要点。
初级：只能从炼字的角度进行评价或从 “反衬”的角度进行评价。
中级：能从炼字的角度和 “反衬”的角度进行评价，但语言不够规范、流畅。
高级：能从炼字的角度和 “反衬”的角度进行评价，而且语言规范、流畅。
第２题分析
（１）能力要求：评价能力———对阅读材料的思想情感进行鉴别和评价。
（２）参考示例：表达了诗人政治上失意的激愤不平，漂泊无依的孤独和伤

感。
（３）自我评价要点。
初级：只能答出 “激愤”和 “孤独伤感”中的一个方面。
中级：能从 “激愤”和 “孤独伤感”两方面回答，但缺乏对原因的分析。
高级：能从 “激愤”和 “孤独伤感”两个方面回答，且能分析产生原因。

　　 自我评价

请完成下面的表格，用 “√”给自己的古诗赏析能力作评价。

能力要求
自我评价

初级 中级 高级

思想情感评价

语言评价

表达技巧评价

关于诗词鉴赏
的疑惑

三、美文阅读
请阅读下面这篇散文，回答后面的问题，对自己的散文阅读能力作一个自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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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杜甫草堂 （金陶）

①走近你，应该说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你，飘落着千年的文墨之魂。可当
我来到成都的西郊，真正走近你，我的脚步忽然变得沉重起来。这种沉重倒不是
千年历史风云的聚合、弥散，而是一种我无法理喻的来自心里的茫然：这就是杜
甫草堂？这就是一代诗圣客居过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满嘴流芳的一些诗句的源
头？

②我行走在绿色的竹阴里，盛夏里也感受到那蜂拥而至的凉意。风吹竹响，
那阵阵清音，就是当年滋养你澎湃诗意的天籁之响？我不敢想象当年贫困潦倒、
寄人篱下的你，却能营造出偌大的竹林。也许这竹林只在你心中有过，在你的诗
歌中有过。你那草屋，就该隐在丛林修篁深处，哦，对，还应该有一层漠漠的轻
烟笼罩才是。

③我到了什么地方？柴门？我记起你笔下那属于你的柴门，那该是极为简单
的茅草覆顶的，还略带一些歪斜的柴门呀，可我眼前分明是极堂而皇之端端正正
的黑瓦釉木的建筑。这哪是什么 “柴门”，分明是豪华的大宅门呀。穿过柴门，
有碧水一泓，石桥一座；有榕树流绿，楠木吐秀。在那浓阴簇拥中，又是一座敞
厅式的建筑赫然而立，这是大廨。

④大厅中央是你的一尊铜像，那铜像造型极为夸张，整个身躯弯得像残月。
你低首捋须，深思苦吟，仿佛那些华章就这样一首一首地吟出，也就是你这一苦
吟，吟出了半个盛唐。

⑤跨过一座小木桥，但见竹子一丛。摇曳的竹阴中，闪现出茅草的屋顶。这
时我猛然意识到，我这才真正走近你。这是三间低矮的草屋，屋内幽暗，泥墙的
缝隙透出了丝丝微光。中间为堂屋，左边是卧室，一张床榻，早已蒙上了厚厚的
尘埃。堂屋中靠门之处，置放着一张简易的木桌，木桌说不清它的颜色，只是桌
上端放着笔墨纸砚。

⑥这才是你的草堂。

⑦我伫立在草屋前，这里竹篱围护，当年你就栖身于此，有过 “床头屋漏无
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无奈，但也是在这里，你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超然高洁的心性，怎能不让后来
者由衷地折服！

⑧依依惜别你的草屋，徜徉在你那无数次走过的花径上，这里早已没有了花
香，更没有了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情趣，而变成两堵极为气
派的赭红色的墙夹起的小道。

⑨我突然明了，我先前所看到的一切，还有那富丽的工部祠，那恢弘的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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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专题准备

堂，完完全全是后人的 “杰作”，是后人对你生前种种际遇的一种心境的 “补
偿”。然而我又担心，也正是这些 “杰作”，这些 “补偿”，或多或少掩盖了事实
的真相，也就或多或少丢失了它原先的魅力和震撼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眼
力很难透过历史的变易，还原生活的最初状态。

⑩杜甫先生，后生说错了吗？

（１）走近杜甫草堂，是作者多年的愿望。而真正走近杜甫草堂时，他的脚步
“忽然变得沉重起来”。联系全文，说说作者为什么感到脚步沉重。

（２）怎样理解文章第④段画线部分 “也就是你这一苦吟，吟出了半个盛唐”？
（３）文章最后一段的结尾方式有何效果？
（４）联系本文内容，阅读下面链接材料，谈谈你对保护文物古迹的看法，并

简述理由。
链接材料：
材料一：在南京市钟山风景名胜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上，南京市旅游园林局

提出在城墙上搭建 “中间桥梁”，也就是 “城墙渡”，做一个透明的钢化玻璃架设
的凌空跨越城墙的渡口，也就是用垂直的升降电梯把人送上城墙，以方便游客游
览。这一方案被公众知晓后，引起多方反应。

材料二：被誉为 “江浙第一寺”的泰州南山寺大雄宝殿，近年进行了翻修，
据负责此项工程的同志介绍，此次翻修保持了大殿原有的结构和外观。

　　 思维阶梯

第１题分析
（１）能力要求：感知能力———对阅读材料的文字符号进行整体感知。
（２）参考示例：（Ａ）作者走近草堂，看到的偌大的竹林、豪华的 “柴门”、

敞厅式的建筑、气派的红墙和小道、富丽的工部祠、恢弘的大雅堂，全是后人
“补偿”的 “杰作”（如果回答为与历史的原貌不相符也可以）；（Ｂ）或多或少掩
盖了事实的真相，或多或少地丢失了它原先的魅力和震撼力；（Ｃ）这让作者产
生了一种无法理喻的来自心里的茫然。

（３）自我评价要点。
初级：能答到Ａ句的内容，有相关内容，落实 “补偿”“杰作”。
中级：在初级水平基础上，能提炼出丢失了原先的魅力和震撼力。
高级：在中级水平基础上，能分析出作者内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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