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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本中小学语文教师的论文集，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第二届“钱江（中

文）论坛”暨学科教学研讨会的成果之一。就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言，部分

论文在观点、论证等方面还稍显稚嫩，但是，这是一线教师教育智慧的结晶，是他

们长期致力于具体教育工作不断思考与探索的结果。论文的字里行间凝聚着教

师对教育、对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浸透着教师繁忙而又理智的职业生活，散发着

体现当代教师进取精神的清香。他们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诉说着现实、理想与追

求，诉说着他们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与憧憬、执着与热爱。正是由于千千万万可爱

的中小学一线教师经年累月的、默默无闻的投入与付出，才有一代一代学生的成

长与成才，才有祖国的脊梁。无须说他们伟大，他们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

青春与智慧；也无须说他们高尚，他们只是尽心浇灌着一棵棵幼苗。岁月悠悠，

天地苍茫，岁月之河流淌的地方，就有他们的汗水与足迹。就这样，他们一代代，

一辈辈，依然执着地走着，走着……

“钱江中文论坛”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架起的师范大学与中小学

之间的一座桥梁，是人文学院深度参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路径探索，也是着

力打造的浙江省教育品牌。2015年11月28日，人文学院第二届钱江（中文）论

坛暨学科教学研讨会在杭师大恕园七号楼200座报告厅成功举行。来自浙江

省、江苏省的90余名中小学语文教师及人文学院部分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参

加了会议。杭州市语文教研员金瑞奇，杭十中校长、特级教师孔晓玲，仓前中学

校长庞仿英，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校长高志刚，富阳中学副校长季丰，西溪实验

学校副校长林芳以及杭州市文澜中学的沈华等一线教育专家，做了精彩的主题

发言。随后，高中组、初中组与小学组的分组讨论有序而热烈，老师们之间开展

了有效的互动与分享。

正如杭师大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所讲，“钱江中文论坛”对人文学院与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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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论坛为师范生培养与中小学语文教学之间搭建了

一座互通有无的桥梁。通过交流与沟通，学院不仅对师范生培养以及学科教学

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而且利用丰富的中文底蕴以及语文教学方面的丰硕成果，

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进一步引导中小学语文的教育教学改革。其次，论坛

为学生的教学实践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经过深入的交流与接触，老师们给

予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极高的评价与赞许，表达了与我院在教学见习、教学实

习等方面进一步合作的意愿。这不仅为学院今后开展教学实践提供了便利，也

将为中小学输入更多的优质师资。

诚意合作，优势聚合，互惠互利，协同发展，是“钱江中文论坛”的意旨所在。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将通过各种方式持续打造“钱江中文论坛”，使之

成为浙江省著名的教育品牌，对中小学与师范教育产生更大、更广的影响，更多

惠及师范生的成长与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改革。今后，我们也将通过多种途径，以

多种形式展示合作成果，展现“钱江中文论坛”的品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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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应向深处行，启智促学润真情

———小学语文高段课内外“深阅读”教学策略探究

林银花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

【摘 要】该文从小学高段学生大体处于“浅阅读”这一现状出发，通过分析

调查，展示出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综合考虑几方面数据后，进一步明确开展“深

阅读”的重要性。其后从语文课堂和语文教材延伸至课外文本的阅读进行讨论，

并对“深阅读”指导策略进行阐述，从而提供了一些“深阅读”的尝试。

【关键词】小学高段学生；课内外阅读现状；深阅读；指导策略

一、研究缘起

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现在的

年轻人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大都喜好流行与时尚，而且不愿劳心费神，只在乎省

时和省力，呈现出一种已显普遍性的浏览式“浅阅读”。由此可见，“浅阅读”已经

成为风靡我国的一种阅读方式。“浅阅读”是否真的有益于正在快速成长的孩子

们呢？ 究竟怎样的方式才是根本的、纯粹的、真正的阅读呢？ 我将班级44个同

学分为A，B，C三组，接受调查的学生中A组学生共15人，B组学生19人，C组

学生10人，共发放问卷44份，回收问卷44份，问卷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

43份，有效率97.7%，调查结果显示孩子们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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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阅读量之“浅薄”

我班学生每周的阅读时间如表1所示：

表1 我班学生每周阅读时间

阅读时间
30分钟以下

（%）
1小时以下
（%）

3小时以下
（%）

超过3小时
（%）

基本不看
（%）

总体 3.125 18.75 37.5 34.375 0

A组 0 12.5 0 87.5 0

B组 0 35.71 42.86 21.43 10

C组 10 10 60 10 3.125

国家根据中小学生发展的需要，通过语文课程标准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规

定了“不少于”的底线标准。小学生课外阅读文字总量应该不少于145万字，实

际情况怎样呢？ 统计课外阅读字数是困难的，因为谁也不会在阅读之后，计算一

下一本书的字数。于是，我想通过调查阅读时间来管窥阅读量的积累情况。此

次调查数据显示，我班学生课外阅读时间普遍不足，有3.125%的学生基本不看

书。每周1小时以下的占18.75%，10本以上的占37.5%；仅有34.375%的学

生能主动看书3小时以上。阅读时间少，自然造成阅读量的“浅”。

（二）阅读内容之“浅显”

我班学生常看书的类型如表2所示：

表2 我班学生常看书的类型

类型 科普类（%） 动漫类（%） 故事类（%）学习教材（%） 名著（%） 其他

总体 75 68.75 81.25 18.75 43.75 40.625

A组 75 37.5 100 12.5 12.5 62.5

B组 57.14 50 92.85 7.14 28.57 28.57

C组 70 70 50 40 40 40

此次调查问卷开列了6种读物让学生选择，1/3以上学生选中了六大类课

外读 物：科 普 类 占75%，漫 画 类 占68.75%，故 事 类 占81.25%，名 著 类 占

43.75%，而选择学习教材类的同学最少，只占18.75%。

在关于最喜欢阅读的书籍类型选项中，文学名著超越了动漫书籍3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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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列第一。玄幻恐怖类书籍不容小觑，有近31.25%同学选择。时尚杂志和

武侠言情书籍平分秋色，均受25%同学的青睐。如图1所示：

图1 我班学生常看各类型书的所占比率

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漫画、故事类、玄幻类的通俗文学作品图文并茂、幽

默诙谐、紧贴生活、浅显通俗，能够吸引青少年的眼球，拨动他们的心弦。小学生

们喜欢图文并茂、戏谑通俗、主题轻松时尚的口袋书，便于消遣，不费心力。

（三）阅读效应之“浅尝”

我班学生所认为的阅读益处如表3所示：

表3 阅读的益处（%）

类型 提高语文成绩（%） 打发时间（%） 丰富知识（%） 没感觉（%）

总体 18.75 18.75 75 6.25

A组 12.5 0 87.5 25

B组 14.29 14.29 71.42 0

C组 30 20 70 0

若是真正将自己沉浸于书本中，阅读是一种充满情绪起伏的情感体验。非

常欣喜地看到，68.75%的孩子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体验真正的“悦读”，在C
组同学中，有高达4/5的孩子能够快乐读书，这比例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而相对

的，当读到感人肺腑的情节时，46.875%的孩子会“因物喜，因人悲”而潸然泪下。

除却情感的体悟，阅读究竟能有怎样的实际效应？ “丰富自己的知识”一骑

绝尘，成为孩子们的首要选项，占到3/4。约18.75%的孩子认为阅读主要好处

是提高语文成绩和打发时间。

可见，我班孩子尚能在阅读中寻找到乐趣，丰富了知识，效应纯粹，但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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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文帮助的比例不容乐观，值得深思。

（四）阅读习惯之“浅陋”

看书走马观花，囫囵吞枣，随意性极强。阅读一本书时，有做笔记、写读后感

习惯的仅占12.5%，从不做笔记、写读后感，阅后即搁置一边的高达87.5%。这

警示我，我班孩子的阅读存在看书不动笔，不写感受，不会进行有意识的信息搜

集、整理、二次消化的现象，学习性阅读方式严重缺失。阅读方式需老师的介入，

进行引导和改善等有效干预。

二、意义探寻

鉴于班级目前处于浅阅读的模式，作为语文老师，我理性和深入思考浅阅读

模式的种种缺憾，并郑重提出阅读应向深处行的建议。

（一）弥补浅阅读的缺陷

浅阅读是一种生活状态，我不否定它的功用。这种阅读方式快速而便捷，能

帮助孩子们获得大量信息，它提供的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体验能让孩子们在

繁重学习压力下得到放松。但是这种愉悦是在浅尝辄止，不断抛弃接受，最后遗

忘的循环中产生的，很容易消失。

因此如果孩子一味停留在浅阅读阶段，那么孩子挖掘文本的能力、独立思考

能力、与作者对话能力必然退化，从而整个民族新一代的智力、创造、审美能力都

将裹足不前。而深阅读中所要求的阅读量的积累，能有效改变这种快餐式的阅

读愉悦体验。“如果我们每年能够拿出至少三天或一周，甚至更多一点的时间，

读一本或几本20万—100万字的大书，我们不能说这种阅读能改变命运、影响

价值观，但可以肯定地说，读者将会获得高贵的沉静，或许我们的生命会因此多

一点色彩、多一份意义。”有学者这样表示。同时，深阅读对阅读经典名著的要求

能彻底改变孩子们对“大部头”望而生畏和阅读上不思进取的现状。

（二）符合孩子真实需求

调查中第23题，当被问及目前学校阅读教育存在哪些不足时，17个孩子答

道：“学校没开设阅读课，阅读时间远远不够，希望指导阅读方法。”浅阅读由于阅

读媒介、阅读方式的限制，同时由于追求简便的阅读心理，孩子们往往随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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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对内容的择取，也无视方法的重要性。他们的阅读还处在一种“蒙昧”的

阶段，从选择书的时候有59.375%的孩子是听取老师的意见，就能知道他们对

于阅读缺乏独立选择能力。所以老师的指导势在必行。

总之，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有关阅读的明确规定和建议、深阅读的优势以

及我班孩子的实际需要，都为实施“深阅读”提供了有效基础。

（三）帮助学生精神成长

在调查中，关于“是否曾为书籍中的情节哭泣过”的一问中，结果同样非常具

有思考性。A组同学中高达87.5%的孩子被书中的情节感动过，而其他两组这

一比例不到A组的1/2和1/4。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跟阅读内容有关。A组孩

子阅读大量的经典名著，书中自然缺少不了动人心弦的情节和触动思维的语言，

孩子沉浸在阅读中，自然容易“感时涕泗流”；而另两组同学阅读较多的为漫画类

图书，轻松活泼，通俗易懂，没有泪点只有笑点。

新版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

是广泛而深刻的。唯有在阅读中触摸经典文学，让孩子在阅读中感受人性的美

好，他们才会热爱生活，尊重生命，为建立广阔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实践探索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深化阅读之根基还在于语文教

材和语文课堂。以手头的语文教材为例子，以点扩散，有目的有方向地深化阅读

教学。我将深阅读教学主要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时间点，其中课内教学不单单

指语文课堂单一的教学场所和教学时间，而是囊括任何可能的阅读教学时空；而

课外教学主要是指通过老师的指导所进行的初步的“苏格拉底研讨”阅读小组的

实践。

（一）校内深阅读

语文课堂深阅读应以教材为基，课堂为本。以语文教材为蓝本，就是以课文

为基点，挖掘其中有趣味性、探讨性的学习点，指导学生阅读，从而达到积累丰富

的阅读体验，增加阅读兴趣的目的。

（1）深化语言感觉。语文阅读，最基础的信息就是文本中的词、句，最基本的

积累是词汇、语言的扩充。好的语感和对文字的赏析能力来源于大量有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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