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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读书吧”阅读与表达教学探究

赵选家

摘 要：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新增的“快乐读书吧” 板块是很好的阅读与表达的教学渠道。 “快乐读书吧” 重点是读，
读是源头活水， 方向和落脚点是“快乐”。 本文从教师的阅读、 学生的阅读、 阅读与分享等方面探究“快乐读书吧” 板
块阅读与表达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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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好书、读经典是丰富语言积累、涵养精神世界的重要途

径。读万卷书的同时还少不了善开言路，把阅读与表达有机结

合起来，这样书就读活了，学生也会受到良好的语言实践锻

炼。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新增的“快乐读书吧”板块就是很好

的阅读与表达的教学渠道。“快乐读书吧”重点是读，读是源

头活水，方向和落脚点是“快乐”———分享读书中的收获或者

疑惑，是思想的碰撞。

一、 教师的阅读

教师首先要学会“设身处地”去阅读，既要看向远方，又

要盯着脚下，让自己努力回到一个学生的视角，去“再造”阅

读。这离不开走进学生的读书圈，走进学生的阅读生活。教师

可以利用课前等时间和学生共读，边读边交流，并及时记录下

学生读书过程中的疑惑点和闪光点。一句话，教师是学生阅读

的组织者、发起人、引路人和共读者。教师努力做到发现适合

学生读的书、适合学生阅读的方法和爱好读书的“乐读者”。

（一）把好选书“关”，避免不合格书籍进书包进课堂

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样的书是好书，是可以读的书，是值得

读的书。另外，教师还要充分发挥师生共同的力量，组织好书

推荐课、读后感交流课等读书课，在学生心目中建立起何谓好

书的理性认识。

（二）搭建阅读“攀岩支点”

比如读寓言故事，可以先组织“记人物，讲故事”，看人

物图，讲讲寓言故事中的人物特点、形象。小学生都爱表现，

这样就有了说的机会。随后再进阶到“写人物，讲心得”，每

人1分钟内各写出几个中外寓言故事中的主人公，看谁写出来

的最多，国内外的分开写，然后即兴讲一讲对人物的评价。学

生在对人物评说的争辩中，和而不同，对人物的认识更加丰富

了。还可以设计游戏环节，比如给寓言故事归类，利用多媒体

给寓言故事“找家”。还可以抓住学生好奇心强的特点，根据

阅读过程中的调查，设置读书发现———“故事来源猜猜猜”等

游戏。

（三）发现并培养阅读“千里马”

将同伴共读的阅读辐射作用发挥到最大，班级形成阅读

圈，激起水晕效应。通过开展自我推荐、读伴推荐、教师推荐

相结合的活动，积极为学生创造“博览群书”，做“领头羊”

的机会，将“乐读者”请上讲台“讲书”“说书”，并在课内外

广泛开展阅读交流分享，让这样的学生成为全班课外阅读的榜

样、同龄人群体阅读的榜样。

（四）广开阅读路径

“快乐读书吧”的课时安排是机动的，教师可以根据班级

读书情况，以阅读主题为单元组成阅读小组，并组织交流分

享。引导学生建立拓展阅读意识，比如寓言故事这类课外书可

以在家里读，在书店里读，还可以在图书馆或阅览室里读；可

以在课余时间读；可以自己读，也可以和读书伙伴一起读。

二、 学生的阅读

大多数学生都会经历被牵着读、扶着读、自主读、带着身

边人读这样一个过程。低年级学生识字量还不充足，中高年级

学生刚刚接触名著等大部头书会有些不知所措，需要被牵着

读，这就少不了教师的鼓励，领着学生尝试着读。这样长期坚

持，从开始读几篇到读到一定数量的篇目，再到读整本，几遍

的读。同时，教师还可以发现培养班级读书“小达人”。这样

多点开花，持之以恒，阅读必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保障阅读时间

平时的作业布置少一些机械重复练习，多一些阅读分享设

计。假期作业也以阅读作业为主。每学期组织学生共同阅读一

种类型的书，有读得快的同学可以交换阅读，进行图书漂流。

比如五年级寒假阅读可以这样设计：每天至少读中国四大名著

中的一章，同时收听收看15段名著评书，熟练讲出15个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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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熟练讲出20个故事情节，收集至少5条关于名著研究

的资料。

（二）营造阅读氛围

可以按照读书兴趣分组，也可以按照居住圈组成阅读小

组，小组成员轮流担任读书召集人。在读书活动中，有的小组

自己动手绘制了部分寓言故事绘本，小组合作完成绘本集；有

的小组尝试着编写故事，分享共同改编的寓言；有的小组开展

了演一演寓言小品的活动。

（三）激发阅读兴趣

如果把学生的阅读落实在讨论问题、提出问题和分享感受

上，那么教师的阅读就应关注引导解决问题和激发感悟。抓住

小学生爱问问题的特点，阅读中抛出问题，引领阅读，培养兴

趣。除了在书上读过的故事，学生身边也有很多故事值得我们

去整理和讲述。开展读书“点灯”活动，规定时间内完成读书

计划的小组成员，可以点亮阅读计划卡上的“启明星”。同时

不断修改读书计划，假期里鼓励学生继续读整本的书。

三、 阅读与分享

阅读分享是由粗到细，反复打磨的一个过程。在阅读分享

中，师生、生生互相补充完善，见仁见智，阅读与分享螺旋式

促进。这个过程可以形容为“三步走”：一是粗略的读，产生

原始的问题，有了交流的冲动；二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和师生共

同整理的有价值的问题读，这是“孵化”的过程；三是整理着

读，利用教师或者师生共同搭建的阅读分享支架，吸纳每位学

生个性化的阅读体验，每个人个性化的阅读智慧，形成阅读分

享“大观园”。阅读分享大致可以分为：检验式、推荐式、互

动式、探究式、体验式等形式。

（一）检验式阅读分享

可以设置封闭式或开放式的问题。封闭式问题，既可以测

试对名著里人物的了解，说人物特点猜人名，说故事情节猜人

物，寓言故事出自哪本寓言集等；还可以出人物灯谜来猜。开

放式问题，既可以在学生阅读了解民间故事传承代表人物的事

迹后，提出“我为传承民间故事出主意”，思考怎样才能把民

间故事更好地传承下去；还可以检验“快乐读书吧”的一些说

法，比如民间故事“小贴士”告诉我们民间故事有着相似的情

节、相似的主人公、固定的故事类型的特点，一起来验证是不

是这样的。

（二）推荐式阅读分享

推荐分享的组织形式可以是评书会、故事走马灯（故事串

讲）、说书会、名著人物汇等。推荐前学生提前准备好推荐卡

或推荐词，还可以准备最想将哪些故事推荐给同龄人。在推荐

时，能大方有条理地与大家分享阅读的成果。比如有的学生说

寓言让我们学会了思考，民间故事充满了生活的记忆，中国四

大名著经久不衰，丰富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通过推荐激发学

生快乐阅读兴趣。

（三）互动式阅读分享

互相分享名著中积累的经典语录；一起交流阅读中的收获

或困惑，补充阅读中的疑问或给出解决困惑的办法；也可以交

流自己认为最有趣最特别的故事内容。还可以设计游戏环节，

比如“听快板说故事”，几位学生阅读了民间故事之后，一起创

编民间故事快板书，通过快板表演，交流快板里提到的民间故

事。

（四）探究式阅读分享

进行读书探秘。比如读《三国演义》可以探究三国博物考、

三国地理方位考、三国史料考；当读到《西游记》时，交流对反

复出现的“行者”的查证。读民间故事时，可以开设小小民间

故事研究会，引导学生探究民间故事与老百姓的生活之间千丝

万缕的联系，生活中能找到民间故事的踪迹，比如与豆腐、饺

子来历有关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里也有生活的影子，比如与

节日、名人、山川风物有关的民间故事。

（五）体验式阅读分享

学生扮演图书中的角色，融入角色。比如再现三国舌战群

儒、乐不思蜀等故事情境，排演民间故事小品等。青海是多民

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有很多本民族的民间故事，可以请少数

民族同学收集自己身边的民间故事，探访民间故事传承人。比

如关于回族“油香”的民间故事，撒拉族“骆驼泉”（民族融

合）的民间故事，青海“日月山”（文成公主）的民间故事。

学生收集到夸父逐日的故事在青海有不同的版本，夸父倒下后

变成了青海的“日月山”。其实，收集讲述身边当地的民间故

事，将自己感兴趣的民间故事改编成小品剧分享的过程，就是

传承。

总之，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提到：要注重培养

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

位。教师需充分发挥“快乐读书吧”的桥梁作用，在阅读实践

中让学生学会阅读。同时，教师的读要服务于学生的读，引导

学生体验读书的快乐，培养持久的阅读习惯。

作者简介： 赵选家， 西宁市八一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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