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看图阅读、视
频阅读的新媒体阅读方式日益盛行，再加上应试
化教育的影响，如今中小学课内阅读时间很少，阅
读方式碎片化。现在手捧一本读物，静心阅读的
场景越来越少。语文阅读是这样，英语更是如此，
学生只学习和浏览学校教材，再就是和考试有关
的短文、摘要或者短篇文章，很少有机会阅读一本
完整的英语读物。碎片化阅读带来的不利影响需
要改变，这不仅仅需要学生、家长和老师，我觉得
还需要全社会来关注。

我国的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早在20
世纪40年代就主张读“整本书”，他指出：“把‘整本
书’作为主题把单篇短章作为辅佐”，古人也倡导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整本书”阅读在选书的时候充分考虑四个因
素：书的教育价值、文本的语言难度、学生的认知
水平以及文本类型。进入课堂的“整本书”，一定
要有利于学生精神成长，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
素养，而且语言难度要符合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
内容难度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如果选的书太
难、生词量过多，孩子就读不下去。我们同时考虑
文本类型的多样化，学生读起来难度不是很大，比
较容易理解且有意思。课堂中，我们推荐“整本
书”阅读，进行教学的实践，希望给学生提供一种
更加广阔、丰富的阅读格局，以更加真实的世界、
更完整的内容、更加深刻的思想还有精彩的语言，
吸引到孩子们投入到真正的阅读和写作当中。

在“整本书”英语教学方面，与教材篇章的碎
片化不同，“整本书”阅读强调学生的整体阅读，教
学设计上，老师突破以往的就篇章讲篇章，之前在
一节课当中，可能会出现读前、读中、读后三个方
面，现在“整本书”阅读，就需要老师合理设计和安
排整体阅读的课时。我们也是按照“整进整出”的
原则，引导学生进行整体阅读。整进是指以整本
书的主题为纲领，整合教学内容之后设计的教学
活动，组织教学互动，引导学生在主题探究中实现
整体意义建构。整出是指围绕整本书的主题，联
系学生的生活经验，设计输出任务，帮助学生将书
中的通识经验或者他人经验转化为自己的个人经
验，学会知识的迁移。

我们设计了“整本书”阅读的课程，主要分为

三类课程：第一节课设计成激趣导读课，这类课程
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阅读的信心，通过阅读
能够读下去，能够读懂。同时，在这节课还会布置
相应的课后阅读任务，让孩子带着任务利用课外
时间继续进行有目的的自主阅读。第二节课是老
师引领着孩子把书读懂、读透，进行全面深入的了
解，同时也是为第三节课做好铺垫。第三节课是
应用创新的课程，学生在前两节课的基础上进行
整体的创新表达，孩子们一般结合阅读的主题，进
行故事续编表演、撰写人物分析或者创编新的情
境短文等。我们也会要求孩子对整本书进行续写
以及缩写，对孩子整体语言的构建和运用是很好
的锻炼和提升。

“整本书”阅读是发展学生英语阅读素养的重
要方式，通过引导学生在整本书阅读后不断学习和
探索，如“阅读旅行”“阅读圈”“配音秀”“戏剧展演”
“画思维导图”等等，这些既是学习的活动，也是评
价。例如“戏剧展演”，展演之后先让孩子们自评，
再评价其他组，演完之后在全班推选出最佳小组、
最佳表演同学、最佳道具、最佳编剧等等，进行表扬
和颁奖，孩子们也很感兴趣。全方位提高学生学习
英语的兴趣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实现
“整本书”阅读教学评价一体化，以学生为中心，通
过评价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实现育人的目的。

宋代理学家朱熹在看书的时候有感而发写了
这样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在想，这半亩方塘是比喻什么呢？首先它应
该比喻我们手中的书，我们手中的书就这么一本书，
但是它含藏着万千气象，因为有万千气象，天光云影
在这书中映现，所以书也就充满了魅力。这半亩方
塘还比喻什么呢？我想它应该还比喻我们的心。我
们的心不仅仅是心脏，还有灵魂，所以叫作“心灵”。
心灵的源头活水在哪儿呢？在天光云影。天光云影
比喻什么呢？那就是人类文明的美好的景象。我们
的心灵就像半亩方塘，我们的心灵天光云影共徘徊，
为什么我们的心灵如此鲜活？因为有源头活水汩汩
而来，这个源头活水就是书带给我们的营养。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书，特别是作为现
代文明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伴随着书本长大的。

在我做校长时，引导老师和学生去读书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在学校倡导书香校园，引
导孩子们大量阅读经典。有一年高考结束之后，报
纸的记者到学校去采访，我跟十几位学生一起接受
了采访，学生们谈到，他们的成长都得益于大量的
阅读。那一年，考上北京大学的一位同学，跟记者
说，他在高一那一年就读了100多本书。我就问他，
这100多本书是怎么读的呢？他说有的书精读，有
的书略读。精读和略读是读书必备的两种方法，有
的书一定要精读，所谓精读深思，循序渐进，建立精

神的根据地。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至少有几本书
乃至几十本书应该成为他精神的最初的根据地，这
样的书可能要读一辈子。有的书要略读，就像诸葛
亮所说的，不求甚解，观其大略，得其大意。这两者
结合起来，才能既能建立精神的根据地，又能够博
览群书，广开视野。

读书也是一个明理的过程。我们读书是为了获
取人生的道理、世界的道理。我们让学生读书，不仅

仅是让他得一个高分，是让他明白人生的道理和世
界的道理，让他发现生活的美丽。我们会看到很多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比如说学习困难，
比如说不喜欢学习，比如说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
空心病，有很多疗愈的方法，但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引导孩子读好书，阅读、阅读、再阅读，阅读可以启发
智慧，可以丰富心灵，可以疗愈心灵中的疾患。一本
好书就是一副良药，甚至我认为当你在教育孩子方
面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办法，引导孩子
开始读书。从他喜欢的书开始，跟他一起读，一起来
品味，就能使孩子慢慢走出精神的阴影。更重要的
是，让他知道书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
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他都不会抛弃你。

但是，读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这样一个
不确定的世界，如何寻找确定性？我们仔细思考的
话会想到，第一就是引导孩子读书，唤醒阅读力，这
好像是不确定的世界中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但是
光有这件事情还不够，我认为还要唤醒创造力。这
个世界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不创造就不能
适应世界的发展。我认为，一个孩子只刷题可以考
上比较好的大学，但考不上特别好的大学。

那么怎样培养这些能力呢？我认为有一个根
本就是引导学生走向自我发展的道路，唤醒阅读
力、唤醒创新力、唤醒创造力。

一个孩子到了高中，还是靠老师和家长催着来
学习，实际上还是没有教育成功。真正发展好的孩

子，包括高考考得好的孩子，都有一点，自主发展能
力强。我认为家长在必要的时候适当放手，你的陪
伴不是盯梢，你的陪伴是伴着他一起成长。在此，
我想用罗曼?罗兰这句话来总结，“创造才是欢乐！”
引导人走向创造的道路，它会充满快乐。

但是光有创造力还不够，需要有善良心的人掌
握科技，所以要有至善力。

道德是真理的灵魂，如果道德缺失了，所谓真理
就不存在了，而至善是道德的灵魂。“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四书的纲要。《大
学》是四书之首，虽然出来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在四
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具有纲领性的作
用。而大学之道的纲领性，体现在三纲八目，这三个
纲领是纲领中的纲领，就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教育最高最终的目的包含在这一概念之中——
德行。《道德经》，谈道谈德。开始老子说，道是不可
言说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不可言说。但是经过
了五千字的言说之后，他最后说了这么几个字，“天
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弗争。”天地之道是
天地万物而不害，圣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只管做
好事，不要去争。争是这个世界纷乱和残酷的主要
因素，所以他提出一个观点叫作“上善若水”，这是道
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是“止于至善”，而在西方，苏格
拉底临终的时候，他的学生问：“老师，我们将来怎么
办呢？”他说，你们要把你们认为最善的标准作为自
己行动的准则，要以善在这个世界上做人。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会
导致出现许多问题。譬如说有的孩子“对人不感
激，对事不尽力，对物不珍惜，对己不要求”，人生
观、价值观、生活观、亲情观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
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呢？我想其中主要原因
是跟他们的阅读、见识、体验和价值观有直接的关
联。那么，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做什么？

首先，面对社会上各种困惑和孩子教育出现的
诸多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要审视读书的意义，为学
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青少年时期是孩子成长的黄金期，在这个时
期，部分学生和家长目前出现的情况，对孩子阅读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相关的指导，使孩子的学
习阅读停滞不前。我们孩子阅读有以下这样的困
惑和障碍：第一是阅读条件，孩子真正用于读书的
时间是少之又少。第二，阅读内容方面的偏狭，孩
子阅读现在呈现出一种碎片化、应试化、功利化和
娱乐化的倾向，导致孩子对名经典、名著的阅读失
去了兴趣，或者经典被冷落的状况。第三，孩子的
能力欠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为知识储备不足，
专注力不够，他们在阅读行动上非常犹豫，缺乏耐
心，不能坚持，导致阅读走向肤浅。这些现实的问
题影响了青少年读书的热情、读书的投入以及最终
读书的效果。

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阅读可以让青少年得
到思想启发，陶冶情操，树立崇高的理想，涵养浩
然之气。阅读可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补齐孩子
的能力短板。阅读可以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唤
醒他们的内驱力、目标感、责任感，涵养家国情怀，
搭建他们的中国筋骨和世界格局，让他们的成长
更有力量。

第二方面，营造阅读氛围，让读书成为习惯。
学校一定要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因此，我们在工
作之中，创设阅读条件、教师阅读引领、家校亲子共
读。现在都提倡书香校园，何为书香校园？书香校
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认为应该具备七个
“有”：有书，有时间，有场所场景，有教师的引领，有
同伴的互读，有学校的展示和评奖，有亲子的陪
伴。这才构成书香校园的完整链，一个场域。

第三，构建多维课程，将阅读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我们开设了阅读大师课程、“阅读+节日”课

程、阅读拓展课程。我们进行了阅读拓展课程，有
“群文共读+整书阅读”“课内阅读+课外延伸”，在
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让学生读，还教学生读什么、怎
么读。读一本书，不仅让学生读出内容，还要读出
结构、特点，还要读出作者的感情，读出本文章的
主旨，还要联系自己曾经有过的生活经验和体会，
读出生活，读出自我。还有一点是读出问题。这
样的话，学生读书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纵深的
点、纵深的线，读书就非常具有深度。我们强调阅
读和写作的二者关系，不能光阅读不写作，要二者
相结合。如果写作是“问渠那得清如许”，阅读就
是“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写作是“直挂云帆济沧
海”，阅读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来”。读书和写作要
齐头并进。

有爱的地方，阅读不止。引导青少年爱读书，
不仅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更重要的是教育工
作者用爱与期望，用科学的方法，点燃他们内心的
阅读欲望。既要有传统优秀的阅读方式，也要与时
俱进。在移动互联时代、在人工智能走入我们生活
之际，学校有责任引导青少年善用互联网资源培养
阅读习惯，明辨是非力，保持专注力，抵御各种诱
惑，避免阅读走入简单化、功利化、形式化。要不断
尝试新的阅读形式，掌握多样的阅读方法，真正促
进阅读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学校是全民阅读的主阵地之一，我们一直秉持
着全面培养学生阅读习惯的理念，在教育理念不断
更新的新环境下，学校更加聚焦改善阅读质量，提
出“全环境”阅读方式。从硬件基础、常态阅读、家
庭阅读、学科阅读等多个方面，构建比较完善的、有
效的阅读系统。

首先，我们提出“全环境”阅读是什么？全环
境阅读旨在全面调动阅读活动中的信息资源，激
发学生的感知能力，丰富学生的阅读体验。通过
整合建构多维、立体、开放的阅读体系，通过丰富
的阅读到快乐阅读的活动，以阅读养德、阅读启
智、健体、育美、促劳为价值追求，帮助学生达成知
识、文化、智慧和精神成长的贯通，以阅读促进学
校的五育并举。

“全环境”阅读首先要创造温馨的环境。我们
学校的图书馆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孩子们可以
在此自主借阅、网上阅读，而校园最美的景致就是
孩子们捧一本书在安静的校园角阅读，在学校，每
个角落里都会有这样爱读书的老师和孩子。

常态阅读为“全环境”阅读提供必修课。在学
校进行阅读，要给孩子们什么？我感觉首先要给他
们读的时间，除了进图书馆读，还给孩子们确定了
晨诵、午写和暮读这三个时段，为学生成长奠基，这

也是一个广泛吸收的阶段。首先晨诵，每天早晨10
分钟到一刻钟，各班就进行诵读、朗读。然后还有
暮读，晚上至少半个小时。还有午写，每天中午一
刻钟时间，孩子们静下心来写字。还有给孩子们的
展示时间，光读不展示兴趣不高，既读又展示就会
推动它的兴趣不断前进。所以每节课都规定了课

前3分钟展示，这已经成为岛城包括全国各地的教
育同行为学校点赞的小环节。

特色阅读活动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通过这
样一个方式，把阅读融入传统节日当中，比如端午
节里读屈原，读历史名人故事。在丰富的阅读活动
当中，还要培养孩子们自主阅读的能力，这一点是
我们当下全国包括每个家庭所缺乏的。所以我们
从老师和伙伴推荐书目，到现在孩子们自主选择，
由一开始的老师让我读，发展到现在的我要读、我
想读。

学科阅读为“全环境”阅读提供了深度和广度，
学科阅读也是“全环境”阅读的重点。阅读不仅仅
是语文老师的事，还是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的事情，
比如我们英语学科也开展英语小短文阅读，自编了
学校的阅读教材。另外，语文学科在大阅读基础
上，开始走深，通过课题研究推进阅读。“全环境”阅
读在学校各个学科都渗透开来。

家庭阅读为“全环境”阅读丰富了以家庭为单
位的阅读基因。学校一直以全环境阅读为己任，让
书香飘进每个家庭。我们特别倡导亲子共读，把阅
读由校内延伸到校外，亲子共读不是教教算术也不
是教幼儿园小朋友背背唐诗、记记单词，是一个享
受的过程。在亲子共读当中，一定要关注两个问

题：读什么和怎么读。现在很多家庭都能关注到让
孩子读，但是读什么可能很多家长不在意，要千方
百计给孩子们推荐他们应该读到的东西。还有一
个是怎么读，现在很多家长往往做不好。有时家长
工作累了，读着读着就睡了，或者看到孩子睡着了，
就算了，一天的读书活动就结束了，往往这样的读
书只是浅层次的阅读。我们特别欢迎每个家庭、每
个父母，在孩子们读后都能请孩子们大概复述一
下、讲解一下，这是语言表达和情感沟通的过程。
另外，如果家长有时间，能够给孩子们提个问题让
他们解答一下，就更好了。我特别推崇这两种方
法，也是我给我们的家长和更多场合所推荐的。

此外，网络阅读和交流也为学校全环境阅读拓
宽了更宽广的空间。我们还进行线上班级读书会，
孩子们会选择喜欢的书籍进行读书分享。

我们都知道，学习能力比学习到什么知识更重
要，阅读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能力。通过阅读
帮助孩子们拓展视野、陶冶情操、拓展知识、提升气
质，就像我们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能够提高理
解力、表达力等等，我感觉更重要的是能够给孩子
们收获感和成就感。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将
读书活动长久开阔做下去，点亮孩子们成长的心
灯，让孩子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断有好书引领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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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翟小宁：

悦读?创造?至善

青岛枣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齐鲁名校长刘岩林：

“全环境”阅读，为孩子成长点亮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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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说

刘岩林刘岩林

青岛海信学校副校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全国创新名校长王永祥：

以阅读丈量世界 让成长更有力量

王永祥王永祥

青岛第五十七中学副校长杨春意：

聚焦“整本书”阅读，助力学生悦享读书快乐

杨春意杨春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