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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

学情视角下的小说阅读经验
发展路径探析

蔡明子　 　 陈隆升

　 　 【摘　 要】小说阅读学习任务的实施要充分关注学生的已有阅读经验,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设计富

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促进学生阅读经验的发展。 从学生阅读小说的学情出发,基于一线教师的案例研究,提
炼出小说阅读经验发展的三条基本路径:识别与把握小说阅读经验发展的起点,创设阅读经验发展的挑战性

任务情境,通过过程化评估促进小说阅读经验发展。
　 　 【关键词】小说阅读教学;学情视角;阅读经验;《故乡》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新课标”)在“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

中指出,文学作品的阅读要“通过整体感知、联想想

象,感受文学语言和形象的独特魅力,获得个性化的

审美体验”“提升审美能力和审美品位”。 小说阅读

学习任务是文学阅读学习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

师要充分关注学生已有的阅读经验,创设丰富的学

习情境,设计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促进学生阅读

经验的发展。 笔者从学生阅读小说的学情出发,基
于相关教学案例,提炼出小说阅读经验发展的三条

基本路径,在此与各位同仁分享。
一、识别与把握小说阅读经验发展的起点
阅读经验指学生(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

用。 其一般可以分为两个前后相互关联的组成部

分:一是学生(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的经验过程,二是

学生(读者)在这个经验过程结束后获得的意义。 读

者反应批评理论认为,“意义是人们在阅读过程中的

一种经验”,而“能使一本书具有意义或没有意义的

地方是读者的头脑,而不是一本书从封面到封底之

间的印刷书页或空间”①。 这就是说,一篇小说的意

义不是存在于文本的字里行间,而是存在于读者的

阅读经验中。 读者反应的立场强调了“文本的阅读

是一项活动”,以及读者的经验会随着文本阅读的展

开而形成,并在这个经验过程中使“意义”得以生成。
可见,新课标“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提

出的“审美体验” “审美能力” “审美品位”均需要通

过阅读经验的发展形成。
小说阅读经验的发展需要通过一项一项具体的

学习任务来完成。 教师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识别与把

握小说阅读经验发展的起点。
一是灵活运用学情分析方法,探查学生小说阅

读经验的已有状况。
例如,有教师在教学鲁迅的《故乡》前通过收集、

统计学生写的初读感受和疑问了解到:“把握小说故

事情节的发展”“插叙‘我’与闰土童年时光的作用”
“将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进行对比的好处”等是学生

的“已知”;“回乡途中所见的萧瑟‘苍黄’之景、回忆

闰土时富有生气的‘金黄’画面、离开故乡时‘金黄’
的想象”等,几乎没有学生提及,是被学生忽略的“未
知”;“从不同角度分析闰土等人物的形象” “结合自

己的生活体验,体会‘我’离开故乡时的所思所感”
“叙述顺序中的插叙、事件的详略与对比手法的运用

等语文知识与具体课文内容生动结合的方式方法”
等是学生的“想知”和“须知”。 在此基础上,笔者将

教学目标确定为“能在按时间顺序整理故事情节的

基础上,以塑造人物形象的多种方法为抓手,深入把

握文章的主题”②。 这就是较为有效的学情分析,把
分析到的学生已有阅读经验状况纳入了教学中。

再如,教学《智取生辰纲》时,笔者通过分析课前

调查问卷了解到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绝大多数学

生在初读的基础上都能把握小说的情节,感受到吴

用之“智”;部分学生能感受到杨志之“志”;个别对

《水浒传》情节比较熟悉的学生对“智取”提出了“质
疑”。 这正是学生的“想知”和“须知”。 基于这样的

学情,显然通过探讨“智”与“不智”,“感受小说生动

的情节设置、立体的人物形象塑造、现实的写法呈

现”是符合学生学习需要的教学目标。
以上课例的共同之处是:在教学内容的确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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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的选择上,教师并非凭借主观经验判断,而
是通过灵活选择学情分析方法,识别学生已有阅读

经验中的学习难点和兴趣点,再结合小说的文体特

点,确定教学重难点,规划促进学生经验转化的教学
路径,教师所教即学生所需,为后续学习活动的有效

开展和学生阅读经验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二是关注学情分析“连续体”,把握小说阅读经

验的动态性。 学情视角下的学生小说阅读经验发展

是一种连续、动态的发展过程。 据此,可以整理出一

个从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到学习结果的学情分析“连
续体”。

例如,教学《植树的牧羊人》,有教师在借助课前

预习导纲明晰学习内容和学习起点的基础上,密切

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灵动生成,学生不能自主感受
布菲的生活境遇时,就适时补充“自杀和精神病夺去

了很多人的生命”等绘本内容,引发学生关于面对人

生困境时的思考;而当学生能通过圈画“既然没有重
要的事情做,就动手种树吧”等重点句解读布菲之

“平静”时,就舍去这些资料。
教师对学情的把握决定着教学的效度。 在这些

课例中,我们可以触摸到学情分析“连续体”———它

们还原了一个关联着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学习结果

三个阶段的学情连续性分析过程,为设计和调整学

习活动提供了依据。
二、创设阅读经验发展的挑战性任务情境
课程理论专家泰勒认为,学生的学习经验需要

通过构建情境来发展。 一般来说,能够让阅读经验
发展的课堂学习任务情境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这

种挑战性的任务情境具有皮亚杰所说的“部分已知

和部分未知”的特点,可以帮助学生经历同化和顺应
的双重过程,从而实现阅读经验的转化与发展。

富有挑战性的课堂任务情境能激发学生主动搜

寻、归纳、提炼自己阅读经验的热情,帮助学生以此

为支点获得后续学习的生长点。 章学诚就提出过
“熟文变生”的策略,即阅读熟悉的文章通过变换角

度循环探求文本内涵与艺术价值的路径。[1] 此策略

指向阅读经验的挑战性任务情境创设,意在引导学

生基于已有的“熟”(已知)的经验,迎接文本中未知
的“生”的任务情境挑战。 一般来说,小说阅读经验

的挑战性任务情境设计,可运用以下两个策略。
一是从小说文本出发,通过“互文性”或“关联

性”创设挑战性任务情境。 比如,通过“文本关联”可
以开掘小说阅读经验的深度,因为“文学是一个系

统,是全世界几千年来共享的体验,到处都有关

联”③,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是以自己的方式回

应这种关联,包括写法与人物的关联、情节与主题的

关联、作者与读者的关联、节选与整篇的关联……通
过创设任务情境,强化小说内在的关联,可以帮助学

生顺利地进入小说情境,促进其阅读经验的发展。
例如,笔者在《智取生辰纲》的教学设计中,引导

学生探讨吴用之“智”与杨志之“智”后,又联系后续

情节“不到三天时间,白胜被抓,晁盖被围”,引导学

生探讨了“智取生辰纲”中的“不智”。 从情节上看,
正是这些“不智”推动了后续梁山聚义的达成———晁

盖等人深陷被捕危机,朱仝、雷横为义气徇私枉法,
都为众好汉上梁山埋下了伏笔;从人物塑造上看,正
是这些“不智”凸显了私塾先生吴用更接地气的形

象;从写法上看,这些“不智”也是《水浒传》现实性

写法的体现。
根据托马斯·福斯特的观点,在相互关联的小

说世界中,读者往往能在这部作品和那部作品之间

梳理出两者的关系,并通过追踪文本间的互动,发现
意义的各个层面,“而如果你在作品间竖起高墙,就
永远感受不到”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在大量阅

读基础上的鉴别性延读,可以帮助学生实现真正的
阅读参与,走向对阅读的整体建构;同时,还可以为

学生学习新知识提供脚手架,帮助他们通过比较整

合走向纵深思考,实现深度学习。
二是从阅读主体(学生)出发,提供阅读经验示例

引导。 美国语文教科书常常采用“与文本对话”的方

式呈现阅读经验情境,通过经验示例引导学生与文本

形成深度互动。 下面是霍尔特·兰尼哈特·维斯顿

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中的一个案例[2](见下页表)。
在这个案例中,课文右边设计的是一位阅读者

初读小说时的“阅读经验”,故事悬念引导她读作品,
一次次向自己发问,一次次在作品中找到合乎情理

的解释。 教材所提供的与文本交流的“阅读经验示

例”答案,揭示她读懂了作品,明白了孩子们到栅栏
边去的初衷并不是救助那些可怜的小生灵,也未必

是要捕捉这些小生灵,但孩子们脱下衣服帮助雉鸡

御寒的结局却让她觉得很意外。 她还认为,这个结
局比孩子捕捉雉鸡好,虽不现实,但是有感染力。 这

证明她领会到了悬念的作用和作品主题的积极意

义。 教材设计这个任务情境,让学生把自己阅读时
的感想与示例中的感想进行比较,意图通过这个阅

读经验示例引导学生学会运用这种方法去与文本对

话,形成自己的阅读经验。
三、通过过程化评估促进小说阅读经验发展
“学情视角的阅读教学必须关注学生阅读经验

的获得。”⑤教师需要对学生在小说阅读学习任务中

的阅读经验发展状况加以评估,通过多样化的评估
方式促进阅读经验的深化与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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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 阅读经验示例

　 　 一个下着冻雨的冬天。
当人们看见外面世界冰晶
闪亮时,都说“太美了”。 但
是冰冷的雨一直下着……
大多数的动物都平安过冬,
但是很多雉鸡未能幸免。
它们的眼睛被冻得睁不开。

一些农夫手拿木棒滑
冰到路边小沟中捡拾那些
孤立无助的雉鸡,孩子们也
跑进冰冷的雨水中找雉鸡。
他们发现沿着栅栏黑乎乎
的几点,显然是雉鸡,它们
五六只凑在一起……他们
滑向雉鸡,雉鸡仍把头夹在
翅膀中间,缩成一团,找到
它们别提有多容易了。

　 　 阅读提示:下面的笔记
(阅读经验示例) 是一位初
读者的思考。 你初读时用纸
把它盖上,把自己的想法写
在笔记本上,然后把你的感
想和她的作比较。

阅读经验(感想)示例:
这个冬天为什么有这种

现象? 我喜欢这种现象。
雉鸡不得不做什么? 眼

睛冻得闭起来了,形成一道
风景。 哦,这里又是雉鸡,我
们不懂这是什么原因。

那些孩子是什么人? 是
叙述者的朋友? 是旁观者,
还是参与者?

　 　 孩子们除了他们自身
外,没有带棍棒、麻袋之类
的东西。 他们俯在雉鸡上,
相互看来看去……

一个男孩子“嘘”了一
声,他脱下外套……但是在
外套里面仍是干燥温暖的。
他把衣服盖在两只蜷伏的
雉鸡身上,其他孩子也照样
做了。 他们覆盖了所有无
助的雉鸡,小的灰色的母雉
鸡,大的棕色的公雉鸡。 此
刻他们感到雨水淋透了他
们的衬衣,寒气逼人……

　 　 阅读经验(感想)示例:
这些孩子是矛盾的,他

们不想杀雉鸡吗?
他 们 为 什 么 不 带 工

具呢?
哦! 我明白了!
哦,这不是我想到的。
这个结局比杀雉鸡好。
这不 现 实, 但 是 有 感

染力!

　 　 (一)阅读经验评估方式的多样化

小说阅读经验的评估,可以是口头评估、书面评
估或通过综合性活动展示进行评估,还可以是当堂
评估,也可以是课后反馈。 例如,在《植树的牧羊人》
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的口头发言———“布菲是一个
慷慨无私、乐于奉献、难得的好人”,提出分析人物形
象“要从不同角度、具体不笼统”的改进建议。 再如,
在《水浒传》整本书阅读教学过程中,笔者设计了全
程评价方案,通过“好汉之歌”水浒歌曲创编、“相说
英雄”水浒相声展演、“笔战圣叹”水浒评点汇编等
学习活动的开展,实现过程评价与综合评价共推进,
从整体设计上保证了阅读质量。

学生学习经验发展状况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多
样化的评估方式可以实现更全面的学情评估,更充
分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经验发展需求。 学生学习经
验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只有及时对经验的转
化程度进行评估,才能为改进后续教学,促进学生学
习经验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学生经验的发展具有
迁移性,只有充分关注小说学习材料的拓展和小说

阅读策略的迁移,才能更有效地检视学生是否能用
新获得的阅读策略解码小说言语意义。

(二)阅读经验评估要充分过程化

“学生对文本内容的正确理解需要经历一个不
断克服错误,认识、改进不良阅读习惯的过程。 因此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相互之间
的交流来‘纠正错误、分享经验’,以达到对文本的正
确理解。”⑥小说阅读课堂教学中,学生在教师主导的
“教学内容”的学习中相互纠错与共享的过程,就是
他们感知进入小说世界的合宜路径的过程,也是他
们小说阅读经验发展的过程。

《智取生辰纲》的教学中,学生通过《水浒传》不同
章回内容的关联,先提出“智”与“不智”的观点,探讨
吴用失败的原因,然后形成章回小说《水浒传》关于人
物、情节、写法的专题活动成果;教学《植树的牧羊
人》,课堂上,关于布菲人物形象的探讨,学生一开始
简单地圈画出“难得的好人”“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
人”这样表述笼统、方向单一的评价,经过教师的引
导、学生间的互动,学生的视角由课文表层转向文字
背后的作者———其眼中的布菲是“上天般的存在”,并
个性化解读了“上天般的存在”的品质内涵———坚毅、
无私、慷慨、平静,实现了小说文本的深度阅读。

这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正是互动的经验“发酵”的
结果。 由此可见,这个“过程化”不仅关涉学习活动
开展的过程,更关涉学生阅读经验内化的过程。 教
师正是把评估渗透在阅读经验发展过程中,才推动
了学生的经验向深处开掘。 同时,评估的“充分过程
化”还使学生真正获得了理解小说的正确路径。

(三)关注小说阅读经验发展过程的关键处

福斯特指出:“小说会持续不断地做两件事:它
们要求被阅读,并告诉我们怎样读。”⑦因此,对学生
阅读经验的评估要关注经验发展的过程中的关键
处。 这些关键处可以体现学生在与小说文本互动中
的经验增长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关注新旧知识的关联处。 “学生的理解
一般出现在他们将要学习的‘新’知识与原有知识建
立联系时,更具体地说,是输入的知识被整合进原有
图式和认知框架中的时候。”⑧初三学生初读《智取
生辰纲》都能在读懂情节的基础上感受到吴用之
“智”,大部分学生能通过信息圈画,提炼概括出
“智”在何处,还有学生能通过对比概括提炼出杨志
之“智”。 此时,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情节勾连将生辰
纲的三天破案与之前被盗案一年未破等情节进行对
比,通过细节改编“来抓捕之人不是朱仝、雷横”的结
果与原文结果进行对比,逐渐将学生的视角引向章
回小说的创作特色这一“新”知识上来。 这个过程是
学生呈现理解的过程,但在很多时候,这个过程是
“不自觉的” “无意识的”。 这就需要教师依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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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学生为中心”视域下的语文作业设计
———以统编教材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为例

李　 颖　 　 管然荣

　 　 【摘　 要】语文作业设计真正贯彻“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更有利于学生自主建构学习过程,巩固课堂所学,掌
握学习策略,实现能力进阶。 文章以统编教材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为例,阐述议论文单元作业设计的基本路径,
以期改变阻滞“学生为中心”的作业现状,使作业与“学生为中心”理念对接,构建初中语文教学评价的理想生态。
　 　 【关键词】语文作业设计;学生为中心;结构化框架;能力进阶

　 　 作为学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作业设计
有助于教师评估教学效果,反思教学过程,开展教学
改进;真正贯彻“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更有利于学生
自主建构学习过程,巩固课堂所学,掌握学习策略,
实现能力进阶,促进自我省察,走向学习的自觉。

一、“学生为中心”作业设计的依据与认知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者卡尔·罗杰斯的“非指

导性”教学理论开创了“学生为中心”理念的先河,
其核心内涵为:学生是学习的建构者,教师是促进者
与合作者,这样的角色定位有助于学生主动、有效、持


的理解对其加以引导:可以让学生说一说运用“这一
知识”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这一知识”还能在
哪些地方迁移运用……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探讨的
过程既是学生深入理解的过程,也是提示他们反思
“理解”产生路径的过程。

二是要关注经验发展的转折处。 伽达默尔认为
“经验状态的发展依靠的是一种‘否定’要素,经验
的否定性具有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的意义”⑨。 这一原
则可以用来评估学生小说阅读经验的发展状况。 在
某种程度上说,学生小说阅读经验的获得就是对以
往某种认识的“否定”。 这个“否定”呈现的是小说
阅读经验的转折处。

例如,概括布菲人物形象时,学生运用已知的阅
读策略———文中圈画,得出布菲是一个“忠厚、无私、
独来独往的人”,“忠厚”是指人物性格特征,“无私”
是指人物的品质,“独来独往”更偏重于人物的行为
习惯,学生从人物的性格、品质等不同的角度进行归
纳,似乎无可挑剔,但是经过细读文本和讨论,发现
“独来独往”没有指向主要情节,因而这种认识并不
全面,于是领悟到要从主要情节入手把握人物形象。
在这里,“分析人物形象要抓住主要情节”便是学生
在阅读策略的否定与改进中发展的阅读经验,体现
的就是经验发展的转折处。 这个“否定”的过程既伴
随着学生之间的互动交融,也伴随着学生新旧认知
间的互动交融,由此推动着小说阅读经验的交融,构
成一个层层推进的发展路径,最终推动学生的阅读

抵达小说意蕴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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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为例谈[J]. 语文教学通讯,201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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