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年第 １０期　 总第 ３９期

５２　　　

【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整本书阅读” 　 从“小”处读起

——— 《草房子》 导读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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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草房子》 是曹文轩小说中的重要作品之一， 以苦难生活为底色， 引导人以 “善” 和

“美” 作为突围困境的路径， 表达出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是可列入 “整本书阅读” 的优秀文本。 叙

事是小说最本质的文体特征， 人物是叙事的主体， 情节是叙事的线索， 环境是叙事的背景。 在为学生

作阅读导读时， 教师应当从文本的 “小” 处读起， 读出情节、 物件、 环境等方面的细节， 让学生爱上

“整本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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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学生喜欢阅读， 喜欢 《草房子》？ 这

是教师进行 “整本书阅读” 时要思考的重要

问题。
语文教材中的 《孤独之旅》， 节选自小说

《草房子》。 显然， 教师要引导学生对 《草房子》
进行 “整本书阅读”， 就要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好

《孤独之旅》 这篇课文。 课前， 笔者向学生征求

了阅读中遇到的问题： 《草房子》 中纸月、 细马

都非常孤独， 为何课文要选 《红门》 一章中杜小

康一段， 并命名为 “孤独之旅”？ 课文 《孤独之

旅》 中的鸭子有什么作用， 不写鸭子可以吗？ 《孤
独之旅》 中为何要安排一场暴风雨， 作用是什么？
杜小康在风雨中找到了鸭子， 为什么哭了？ ……这

些问题都很有价值， 考虑到小说文本的整体性，

教师可以将 《草房子》 的导读， 大胆放入 《孤独

之旅》 的教学中。 这样导读路径便是从 “这一

篇” （ 《孤独之旅》 ） 到 “这一章” （ 《红门》 ），
最后再到 “这一本” （ 《草房子》 ）。

除此之外， 还需要搭建教学支架。 在反复阅

读 《小说门》 与作者获世界 “安徒生童话奖” 时

的演讲 《文学： 另一种造屋》 后， 笔者认为， 读

曹文轩的作品时， 我们要善于关注生活中的细节，
从 “小” 处读起， 才能读出作品的魅力。 小说家

毕飞宇也认为： “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

关于 ‘大’ 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 ‘小’ 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如何能看到小说内部的大， 同时能读

到小说内部的小。” ［１］ 换言之， 教师在引导学生阅

读小说时， 要注意从 “小” 处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