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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圈点批注， 以篇达类

——— 《俗世奇人》 整本书阅读

刘洪亮， 于保东

（东营市实验中学， 山东东营　 ２５７０９１）

【摘　 要】 《俗世奇人》 作为一部文学上的社会风俗画， 所写之人性格迥异， 所叙之事妙趣横生，
非常适合学生阅读。 在整本书阅读中， 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学会圈点批注的阅读方法， 使用 “以篇达

类” 的教学方式， 通过一篇文章的教授带动整本书阅读， 做到融会贯通， 实现由这一篇走向另一篇，
乃至完成整本书的阅读， 以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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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 》
建议， 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 扩大阅

读面和阅读量， 多读书， 好读书， 读好书， 读整

本的书。 《俗世奇人》 是冯骥才创作的短篇小说

集， 曾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 也

是教育界推荐的中小学阅读书目。 作者自言， 这

是一部看起来 “每人一篇， 各不相关” 的奇人妙

事集。 但在整本书阅读中， 教师既要引导学生从

整本书的角度进行宏观审视与把握， 又要使用

“以篇达类” 的方法， 教会学生以点带面， 重视

示范篇目教学对学生的引领作用。 示范篇目教学

不仅要引领学生读完整本书， 还要指向学生语文

核心素养的建构与形成， 教会学生读书方法， 使

之在学习后能得心应手地阅读完剩下的篇目。
《俗世奇人》 取材于天津市井生活， 展现了

天津的地域风情， 语言上也独具天津方言色彩，
被称为 “津味” 小说。 学生阅读和理解难度并不

大， 还能读得饶有趣味。 笔者将本书的阅读过程

分为四个环节： 读、 品、 悟、 写。 结合本书小说

集的特点， 在教师的指导下， 学生实现 “以篇达

类”、 融会贯通的目标， 为从示范篇阅读走向整

本书阅读提供可能。

一、 读出俗与奇

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活动存在课时不足和学生

阅读需求无限的矛盾。 因此，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

提出整本书学习的目标、 组织学生的读书活动，
并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讨论与交流。 基于以上认

识， 《俗世奇人》 的阅读组织和阅读过程不应也

不宜过于结构化。
首先， 用两节课的时间让学生自由阅读 （也

可以在课下进行）。 除了阅读时间和阅读速度，
教师不再提更多要求。 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学生的畏难心理： 一者可以避免课堂时间的有限

与学生阅读需求无限之间的矛盾， 二者体现了对

阅读主体即学生的尊重。
其次， 教师和学生共同商定一篇小说作为示

范篇目， 使用一节课的时间进行圈点批注和讲解

训练。 选定后， 教师围绕篇目做出圈点示范， 并

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 “为什么这里要批？ 批什

么？ 怎么批？”， 并要求学生当堂模仿。 教师的现

场批注示范给学生提供了可视的、 可借鉴的、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