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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8_E8_AF_BB_E3_c64_353922.htm 小说常以其鲜明的人

物形象、巧妙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环境备受学生青睐，

但是，它一经被选入语文课本，学生的阅读兴趣常常就会倍

减。为何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呢？溯其因还在于小说教学

本身。很多教师教小说，常常是按小说三要素把它分成几大

块，然后逐块从理性上加以剖析。这种教法看似遵循了小说

自身规律，使得教学思路清晰，教师也便于把握，但是，它

却忽略了学生的认知规律，学生只对形象生动的小说本身感

兴趣，而对理性的剖析却味同嚼蜡。如何让学生既有浓厚的

兴趣又达到阅读目标呢？笔者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出一条切

实可行的途径，将阅读、写作、议论结合起来，在学生自我

整体感悟小说的基础上，选准写作点写作。为了与课文紧密

相扣，写作前，学生必定会主动去认真研读小说，以写促读

，以读助写。写作结束后，分学习小组、全班两个层级展开

讨论评价，以此明确阅读理解和评价写作质量。在读写议三

者中，写作是中心环节，因此，一定要找准写作点，以一点

带动对小说的全面阅读理解。 一、写人物评论 小说主要是通

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凸现主题反映社会现实的，因此，小

说人物就成了重要的写作点，人物评论就成了主要的写作形

式。如，学习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五册教材（以下举例均属此

套教材）的《范进中举》时，在学生初读课文的基础上，我

出了这样一道写作题：请你从小说人物范进、胡屠户、张乡

绅、众邻居中任选一个或一群形象来写人物评论，要求评论



有点有据，评价全面，文题自拟。学生迅速进入状态，在认

真研读课文的基础上写出了像模像样的人物评论。交流、讨

论、评价时都很踊跃，文章和发言都能各陈己见，颇有见地

，不仅深入剖析了人物特点，归纳了主题，而且对描写人物

的手段及采用的对比、夸张、讽刺等表现手法都有精当的分

析。这种通过写人物评论来学习小说的方法，比传统的教师

引导学生剖析并给人物“贴标签”的方法要高明得多，效果

当然要好得多。 二、续写 对原小说的故事情节为何要那样安

排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续写然后与原情节比较的方法来明

确。如，教学《我的叔叔于勒》（第五册）时，笔者在学生

自主整体初读课文的基础上出了几个续写题让学生选择写作

：①我们全家盼望发了财的于勒叔叔归来，假如有一次星期

天，我们到栈桥上去散步，真的见腰缠万贯的于勒叔叔从大

海船上走下来，故事会怎样发展呢？②假如在海轮上碰到的

于勒不是卖牡蛎的而是海轮的主人，故事又将会是怎样一番

情景呢？③假如归家后，又突然收到于勒的来信，说他已成

亿万富翁，不日将回家看望哥嫂，故事情节将会如何延续？

写起后，交流、讨论：①对续写文写得怎么样进行讨论；②

改动后与原小说比较，谁优谁劣，从而理解原文故事情节的

巧妙安排。 三、编写话剧剧本 对故事情节单一、篇幅短小、

对话多的小说，宜于让学生在自主阅读的基础上编成话剧剧

本并分角色表演，然后分组及全班两个层级讨论评价。如，

学习《变色龙》时，我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指导学生编写剧

本，分角色排练，集中表演，然后讨论评价，这样，既理解

了小说，又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多种能力。 四、仿写 主

要是借鉴原小说的某一成功写法模仿着写。如，教学《麦琪



的礼物》（第五册）时，在学生自主阅读的基础上，让学生

模仿欧？亨利巧妙构思情节特别是出乎意料结尾的方法，编

一个故事或写一篇小小说，理解其构思之妙。然后在班上交

流评价。 五、写旁批 边读边想边旁批，是一种重要的阅读方

法，养成习惯，受益匪浅。如，教《不朽的失眠》（第五册

）时，我以第一段作示范，边读边提出疑问并写出批注，接

下去学生照葫芦画瓢，完成了对全文的阅读。然后，讨论交

流自我理解的旁批，充分体现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 在教学小说中，我长期采用这种学生自主阅读 写作 

讨论、评价的方法，学生已从中摸索出规律，在课外阅读小

说时，也能依法炮制，收效颇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