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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荣生，浙江大学文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师专
业发展。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语文课程研究基地负责人。著
有《语文科课程论基础》《语文课程内容与教学内容》《语文教学内容重构》《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求索与创生：语文教育理论实践的汇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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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阅读”学习领域知识
第一节阅读的观念
一、阅读为丰富和扩展人生经验
二、读者自愿、自主地与文本对话
第二节阅读活动中的理解
一、阅读活动的核心是理解
二、“理解”的不同含义
三、理解的过程、结果及其水平
第三节阅读取向与阅读方法
一、阅读与“看”
二、阅读主体决定阅读取向
三、阅读方法受制于文本体式
四、阅读取向与阅读方法的关联
第四节阅读规则和策略
一、阅读规则和策略的含义及构成
二、阅读规则和策略的学习及注意事项
第五节文学鉴赏
一、含义随“文学作品”的所指而不同
二、“文学鉴赏”的不同所指
三、关于“品味语言”和“有感情朗读”
第六节实用文章阅读
一、实用文章
二、章法与脉络
三、关于“表达方式”
四、实用文章阅读类型举隅
第二章阅读教学的任务及其路径
第一节对阅读教学的认识
一、课文不仅是学习材料，而且是学习对象
二、课文中包含可能高于学生现有语文经验的因素
三、建立学生与“这一篇”课文的链接
四、阅读教学的重要原则
第二节阅读教学的基本路径
一、唤起、补充学生的生活经验
二、指导学生学习新的阅读方法
三、组织学生交流和分享语文经验
第三节阅读教学的其他路径
一、文学鉴赏教学的路径
二、选文功能及相应的路径
三、“读写结合”的路径
第三章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教学环节的展开
第一节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
一、概念：阅读、阅读能力与阅读教学
二、文本的教学解读：依据体式
三、名课研习：支玉恒《只有一个地球》
四、课例讨论：《（柳永）蝶恋花》《七根火柴》《清塘荷韵》
第二节根据学生学情选择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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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学习经验
二、课例讨论：《百合花开》
三、文本的教学解读：根据学情
四、名课研习：钱梦龙《死海不死》
第三节教学环节就是组织“学的活动”
一、概念：“教的活动”与“学的活动”
二、问题症结：以“教的活动”为基点
三、解决途径：转向以“学的活动”为基点
四、名课研习：宁鸿彬《皇帝的新装》、郑桂华《安塞腰鼓》
第四节教学流程就是“学的活动”充分展开
一、概念：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二、课例学习：认识“教学流程”
三、名课的经验：“学的活动”的充分展开
四、名课的经验：教学内容确定性与生成性的统一
五、名课的经验：形成班级集体共同的学习经验
第五节营造以“学的活动”为基点的课堂教学
一、营造以“学的活动”为基点的课堂教学
二、以“学的活动”为基点的课堂教学之若干建议
第六节阅读教学设计模板
一、阅读教学的台阶状教案样式
二、区分“教的活动”与“学的活动”的教案样式
第四章阅读教学设计实务
第一节散文阅读教学设计
一、不安分的“散文”文类
二、现代散文的文类特征
三、“文学性的散文”的着眼点
四、散文阅读的要领
五、散文阅读教学的若干原则
六、教学设计样例：《安塞腰鼓》《幽径悲剧》
第二节小说阅读教学设计
一、小说与小说阅读
二、小说阅读教学设计要点
三、教学设计样例：《变色龙》
四、教学设计样例：《装在套子里的人》
五、教学设计样例：《清兵卫与葫芦》
第三节诗歌阅读教学设计
一、诗歌与诗歌阅读
二、教学设计样例：《乡愁》
三、教学设计样例：《锦瑟》
第四节实用文章阅读教学设计
一、实用文章及类别
二、教学内容的确定
三、教学环节的设计
四、教学设计样例：《中国石拱桥》
五、教学设计样例：《说“木叶”》
第五节文言文阅读教学设计
一、文言文的一体四面
二、文言文阅读教学的要领
三、教学设计样例：《桃花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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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设计样例：《烛之武退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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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了教好，值得多读
2、于这本书的相遇，大多是突然发现我想说的让他表述的更为清晰，我没有想明白的让我想得更为
明白。
3、需要仔细体会，深入实践，才不算白看。
4、王荣生也算是泰斗级别的了⋯⋯觉得可以从他的引用深入看看更多大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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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对语文阅读教学很有指导意义，它鲜明地点出了要诀在哪里，如何让学生真正有收获——
既有方法的指导，也有内容的深入阅读。知识点在于文章的体式。上课时要紧紧抓住学生不会的理解
不了的地方。还有二张表格要抄出来贴在工作台上：1、正式观察前的准备工作表。1）、对该项班学
生进行简要介绍（包括有特殊需要的学生）。2）、该课的教学目标，即不宪政在这堂课上将会学到
什么？3）、为什么教学目标是适合这些学生的？4）、这些目标是怎样来支持学区课程以及内容标准
的？5）、这些目标是怎样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相联系的？6）、计划怎样调动学生参与到教学中，你
怎样做？学生怎样做？7）、在这一堂课，学生面对的主要困难是什么？你打算怎样克服这些困难？8
）、你上课需要哪些教学器具？请列举。9）、你打算怎样评价学生？你用的评价标准是什么？10）、
你对评价结果将如何处理？2、课后反思表1）、据我回想，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教学活动？2）、
学生都学到了我想要教给他们的东西了吗？我的教学目标达到了多少？3）、在教学中，我是不是改
变了我的教学计划？如果改变了，为什么？4）、如果有机会再次给同样的学生上同样的课程，我会
在教学时进行哪些调整？为什么？5）、提供学生的作业样本，这样才能反映本班学生的能力水平以
及你对学生提供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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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65页

        学生理解不了、感受不到、欣赏不着的地方，往往就是课文中最要紧的地方，即某一特定文本的
特质所在之处。

2、《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71页

        高度个人化的言说对象，这是“文学性的散文”的最大特征。
在散文的记叙、描述中所灌注的作者主体的思想、感情，他对社会的对人生的思量和感悟。

3、《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30页

        语文课堂教学，一堂课的教学环节，以2-3个为宜（即每个环节15-20分钟）。教学环节，就是组织
学生进行较充分的”学的活动“（即每个环节的大部分时间是”学的活动“）

4、《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57页

        控制教学节奏，要点不在“教”的节奏，主要指控制、调节“学的活动”的节奏。是教师“教的
活动”应该更为随机一点，尤其是在教学环节的展开过程中，在教师和学生的交往中，甚至不妨散漫
一点。

5、《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39页

        鲁迅：又将风轮掷在地上，踏了。

这里可以不用逗号，如果比较阅读一下，我们能感到两个动词之间用了逗号以后，减慢了动作的过程
。

作者带着深深地内疚、自责，似乎不愿意相信曾有过的事实，于是，记忆在作者痛苦中慢慢展开，回
忆这精神虐杀的一幕也恰如第四则资料中鲁迅先生所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
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6、《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43页

        大的教学环节、基本的流程流向、核心的教学内容，在课堂里出现大的变化，需要做颠覆性的调
整，这应该不是语文课堂教学的常态。

7、《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24页

        表格：实际的教学内容、教的活动、学的活动。

8、《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60页

        第一，使学生获得与课文相符合的理解和感受；二，使学生学会与课文理解、感受相呼应的阅读
方法。

9、《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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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教案的模板样例。
依体式、定终点；
缘学情、明起点；
中间搭2-3个台阶。

10、《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53页

        一张很好的课后反思表：
1.据我回想，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教学活动？
2.学生都学到了我想要教给他们的东西了吗？我的教学目标达到了多少？
3.在教学中，我是不是改变了我的教学计划？如果改变了，为什么？
4.如果有机会再次给同样的学生上同样的课程，我会在教学时进行哪些调整？为什么？
5.提供学生的作业样本，这样才能反映本班学生的能力水平以及你对学生提供的反馈。

11、《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46页

        现代散文“无规范”。现当代散文教学，则不允许以“仿效”为目的的“读写结合”。

12、《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50页

        具体的描写主要靠名词和动词，而不是靠带有评价色彩的形容词——概念化的形容词往往导致不
具体和虚假感。白描是常用的技法。其特点是不用或少用色彩浓烈的修饰性形容词，不加渲染烘托，
也不用修辞格，只用质朴而有“骨感”的文字，刻画出事物的特征。

13、《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8页

        变态的阅读取向是学习阅读的最大陷阱。例如，以“论点”“论据”“论证”的西方逻辑思路，
对付《劝学》《师说》乃至《石钟山记》《游褒禅山记》等古文。

14、《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38

        古代散文，非朗读不可。文学的一部分生命就存在于它的声音里，存在于声母、韵母、声调、轻
重缓急等语气、语调里。

15、《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109页

        学生不喜欢的，使他喜欢。学生读不懂的，使他读懂。学生读不好的，使他读好。

16、《阅读教学设计的要诀》的笔记-第243页

        文言文常用字词以及一些句法，宜与阅读教学相分离——或放在课前，或放在课后，或布置家庭
作业，也可以有计划地利用黑板、墙报等强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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