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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背景下中职语文整本书阅读策略探微
——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为例

梁旭煜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宁夏�中卫�755000

摘�要：整本书阅读是中职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经。笔者以阅读《红楼

梦》整本书为例，从任务导读，泛读有的放矢，数据记录学习过程；借助资源，精读经典章节，数据反馈学习情况；

搭建平台，研读重点内容，数据分析阅读成效；依托评价，检验阅读成效，优化完善评价体系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提

高阅读整本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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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

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总书记指出：“教育数

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

的重要突破口。”可见，实施教育数字化是当下教育发

展的一种趋势，在教育教学中我们要积极探索适应本课

程内容的教育数字化的实施路径，以提高教学效率。

整本书阅读是中职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经。《红楼梦》作为中国古

代社会百科全书，底蕴深厚。全书一百二十回近百万

字，通读整本书不易，要想了解错综复杂的情节和人

物，领悟全书主旨，实属不易。笔者以互联网+教育和信
息技术为手段，采取线上线下、课内课外和听读讲解等

形式开展整本书阅读，学生阅读整本书的兴趣被激活，

不但能积极主动探究人物性格特点和主旨，而且利用班

级学习通平台，开展数据统计、分析，适时掌握学生学

习和思维发展的整个过程，为教师精准施策和学生成长

提供了数据支撑[1]。

1��整本书阅读实施背景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
修订）“基础模块”专题7“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指
出：本专题旨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拓展阅读视

野，积累语言材料，获得阅读整本书的经验，形成适合

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欣赏能力，养成良好阅读习

惯，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深入学习和思考。

专题8“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指出：引导学生学习跨媒
介信息的获取……学生根据不同目的，合理选择、恰当

运用不同类型的媒介进行阅读和交流。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要强化大数据赋能教育教

学，更好推动优质资源均衡，更好地服务人的全面发

展，服务教育能力提升。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结合自己所教学生情况，在教

学中开展数字化背景下中职语文整本书阅读。

2��整本书阅读实施策略

2.1  任务导读，泛读有的放矢，数据记录学习过程
新课标坚持任务驱动。中职语文教学应“以任务为

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

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

升语文素养”。在《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过程中，笔者

和学生一同商讨、制定整本书阅读计划表，学生选择适

合自己的阅读方式，并在规定时间段内的阅读打卡，有

序阅读。

图1��任务阅读统计图

为了提高阅读效率，笔者先学生一步阅读相应时间

内的章回，参考线上线下混合式解读，围绕学科核心素养

的四个方面拟定任务单，并提供线上线下、听朗读等多种

形式的阅读方式，并将这些资源提前发到班级学习通平

台，供学生阅读、观看、思考、作答任务单上的习题。

如在第三回“托内兄入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

女”阅读中，将电子阅读网址、《红楼梦》（1987版）
第三集电视剧、名家朗读解析及电子任务单等相关音视

频发到班级学习通平台，供学生阅读，回答任务单上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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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回内容，我布置的任务为：

以下是红楼梦中人物出场的描写，阅读语段，回答

问题。

只见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

了。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

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

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

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

皆是一样的妆饰。（第三回）

2.1.1  本段中，作者刻画人物时主要运用了哪种描写
方法？这三个人分别是谁？

2.1.2  从前两个人物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窥视她们具
有怎样的特点？

通过班级学习通软件统计，有88%的学生能在规定时
间段内阅读老师提供的各种资源，有85%的学生能借助各
自喜欢的阅读方式，阅读文本；有80%的学生能正确回答
任务单上的两个题。如迎春和探春分别具有温柔敦厚，

沉默懦弱，心地纯洁善良和才华横溢，天资聪慧等性格

特点。

图2��阅读方式分布图

通过课前布置任务单的形式，学生借助自己喜欢的

阅读方式阅读文本，不但达到了阅读文本的目的，让学

生初步掌握范读的阅读方法，而且也能借助平台数据统

计、分析，看到每位学生学习过程，有助于老师在接下

来教学过程中设计教案并因材施教。

2.2  借助资源，精读经典章节，数据反馈学习情况
新课标指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提出专题学习目

标，组织学习活动，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讨论与交流。

课堂要凸显学习活动的有效组织，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

体地位，让学生自己围绕学习目标深入探究，在学习活

动中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中，经典的章节较多，学生

在范读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兴趣与爱好对整本书中关

键的故事情节进行精读，如：“宝黛初会”“刘姥姥进

大观园”“西厢共读”“黛玉葬花”等进行阅读，掌握

文本中核心人物性格特征。

“黛玉葬花”是《红楼梦》经典片段。如何引导学生

理解本片段深刻内涵，笔者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做了如下

设计：

学生熟读《葬花吟》，在课前预习的基础上，学生

通过初读进一步感知诗意，再通过声波助读APP分析，了
解自己朗诵的优劣点；观看名家朗读视频，在情境中进

一步掌握朗诵技巧，感知诗词情感；再通过配音秀APP练
习朗诵，培养朗诵兴趣，提升朗诵能力，最后小组代表

配乐朗诵，根据评价表评选最佳朗读者。

提供优质资源，供学生观看、理解作者写黛玉葬花

目的；同时，借助互联网+教育优势，学生上网搜集黛玉
葬花好的音视频，发班级学习通平台供其他学生阅读，

学习通平台统计学生观看音视频时长，通过数据统计，

教师就能时时刻刻掌握学生阅读情况及成效[2]。

2.2.1  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红楼梦》中共有三处写到葬花？其中黛玉两次葬

花有何不同？黛玉为何要写《葬花吟》？

学生要正确高效回答此问题，需借助互联网上名家

的解读。从学习通平台可知，有学生上网搜到了名家的

解读，供大家阅读理解；有学生转发专家的讲解分析，

供他人观看，理解其内涵；有学生写下自己对《葬花

吟》的理解等。

为了更进一步准确理解本题的含义，笔者与学生共

同观看了电视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内容，让学生

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理解黛玉当时写此诗的复杂心

情，分析诗词背后的深刻含义：有小组结合黛玉身世，

说《葬花吟》是黛玉对自身命运的哀怨；有小组结合第

三回黛玉的外貌描写，认为是黛玉对青春已逝的感伤；

有小组结合“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理

解，认为《葬花吟》是黛玉的精神誓言。

在线上线下混合式阅读基础上，笔者让学生结合课

堂讲解、讨论，写出自己的理解并提交学习通平台供大

家欣赏。其中一位学生写到：黛玉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封

建和礼教的重压之下，不倦的寻找自己，寻找自己的生

活，寻找自己的爱情。“黛玉葬花”显示了黛玉的独特

情怀和挚着的人生信念，这一个细节不仅写了她一个人

的悲剧，也唱出了所有薄命女子的悲剧。

借助优质资源，学生精读经典片段，在理解文本的

内容的同时，我们也能根据学习通平台大数据统计、分

析，掌握学生参与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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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搭建平台，研读重点内容，数据分析阅读成效
不是把整本书读了，就认为完成了整本书阅读。没

有经过研读的学习，不能算是真正的整本书阅读。整本

书教学要聚焦研读，不仅是因为内容博大精深，更是着

眼于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培养。

新课标指出，学生在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发现问

题，培养探究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敏感性，探求解决问题

和语言表达的创新路径。基于此，在开展整本书阅读

时，我们要研读重点章节，重点内容。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中，需要研读的内容较多，

笔者结合学情，以黛玉哭泣为点，开展研读，引导学生

理解黛玉性格的复杂性，进而理解《红楼梦》的主旨。

笔者在学习通平台发布的任务单是：黛玉在文中多

次落泪，有的是“垂泪”，有的是“掩面垂泪”，还有

的是号啕大哭。思考作者为何要借助哭泣这个细节来塑

造黛玉形象，请大家结合线上线下理解，将其理解发到

学习通平台。

从学生提交作业可以看出：有些同学从黛玉身世出

发，认为黛玉自小父母早亡，加之寄养在姥姥家，有一

种无可依靠的孤独感，因此眼泪较多；有小部分同学从

“绛珠仙草”受神瑛侍者的浇灌而成长，转世以毕生之

泪偿还报恩这一角度出发，认为黛玉先天身体较弱，生

性忧沉。在讨论环节，班级同学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哭泣

的表象，而第二种观点是第一种观点的补充。此刻，笔

者与学生一同观看了专家对黛玉为何哭泣视频解读，视

频中专家认为，黛玉哭泣除过上述两种原因之外，还有

一种是叛逆精神的体现。精神超凡脱俗的黛玉一生都在

追求自由爱情，反抗封建世俗。在讨论的基础上，我们

结合红学专家解读，更进一步理解了黛玉哭泣的根本原

因是反抗，反抗当时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因此才有了黛

玉一次次的哭泣。黛玉哭泣既是个体的悲剧，也是社会

的悲剧。同时笔者让学生结合学科核心素养，撰写黛玉

哭泣的小片段，发布在学习通平台。引导学生持续深入

思考[3]。

在互动环节，学生不但能在学习通平台上传思考内

容，而且也参与班级讨论，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比图，我

们也能看到学生思考深入的程度。为教师课后分层布置

作业提供了支撑。

2.4  依托评价，检验阅读成效，优化完善评价体系
新课标指出，要把评价贯穿教学之中，在课前、课

中、课后依据核心素养目标进行相应的诊断性评价、过

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发挥评价在改进教学、提升教

学质量上的作用。

笔者在实施《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过程中，一方面

强调学生个体和学生群体的评价，另一方面笔者以指导

者的身份参与到评价活动中来，在师生双向能力下，促

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4]。

在读书笔记展示环节，笔者让学生将自己的读书笔

记上传，全班学生欣赏打分；在《红楼梦》中古诗词朗

读环节，笔者引导学生借助声波助读APP软件分析，了解
自己朗诵诗词的优劣点；在课本剧表演展演环节，课堂

上，让学生在学习通平台打分、评选最佳小组等。

在坚持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多元化的基

础上，以学生自评互评为主，确保了评价的客观、公

平、公正。同时合理运用平台、信息技术手段（Adobe声
波助读软件）和朗读评价表等组织教育教学，进行考核

与评价，确保了以评促教、促学的贯彻与执行。

3��整本书阅读取得成效与困惑

在实施数字化背景下《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过程

中，借助互联网+教育优质资源，紧扣语文核心素养，以
大数据全程跟踪，来反馈学生学习情况。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一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在实处；二是通过阅读

《红楼梦》整本书，学生初步掌握了阅读整本书的方法，

即范读、精读和研读；三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教师能因材

施教；四是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得到强化；但也存在一些

困惑：如学困生的线上线下阅读能力有待提升；学生借

助互联网优质资源，探究文本的意识还较弱等。

结束语

总之，数字化背景下《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是教

育变革的一种趋势，我们要积极学习教育数字化相关文

章，了解最新发展内涵，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也要

在实践中勇于探索，积极尝试探究适合自己的教法和学

法，提高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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