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118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8 期·2021 年 9 月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整本书阅读做

出了如下规定：语文课程的设计，注重引导学生多读书、多

积累，重视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在实践中领悟文化内涵和

语文应用规律 [1]。

在整本书阅读过程中，学生思维的发展是一个内在的

抽象的过程。引入 SOLO分类评价理论，把握学生阅读中

的思维活动，实现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点到面的思

维外化、发展和评价的过程，提高学生思维水平和表达能力，

最终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语文学科素养。

SOLO分类理论最早于 20世纪 80年代，由香港大学

教学心理学教授约翰 B.彼格斯（ ）提出。一个

人回答某个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思维结构是可以检测的，

彼格斯称之为“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结构（

）[2]”，英文缩写为 SOLO。

SOLO分类评价法理论是衡量学生解决一个问题时所

达到的思维高度的评价方法。

是一种以等级描述为特征的质性评价方法。它将学习

结果所体现出来的学生思维结构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五层，

即前结构、单点结构、多点结构、关联结构和拓展结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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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OLO分类理论的五个思维层级和整本书阅读的

五个阶段相结合，能够更明确的设计读书活动，了解书中主

要内容，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

能力，推动整本书深入、高效阅读。

系

全文通读，前结构层次（Prestructural）（E层）

学生基本上无法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提供了一些

逻辑混乱、没有论据支撑的答案。祥子为什么不喜欢虎妞还

要跟虎妞一起过？他可以偷了虎妞的钱逃跑。

活动 1：通读《骆驼祥子》，绘制出情节曲线图，梳理

祥子三起三落的买车经历。

活动 2：为书中人物制作读书卡片。

局部精读，单点结构层次（Unistructural）（D层）

学生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却就此收敛，单

凭一点论据就跳到答案上去，如祥子是一个自尊好强，吃苦

耐劳的人。

活动 1：分析祥子性格变化的原因。

活动 2：骆驼祥子得名的缘由。

活动 3：摘抄记录体现“京味”和幽默语言特点的句子。

整体梳理多点结构层次（Multistructural）（C层）

学生找到了多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却未能把这些思

路有机地整合起来。祥子经历了三次失去车的过程，分别是

由军阀、孙侦探、虎妞造成的。

活动 1：对《骆驼祥子》中次要人物的性格进行梳理。

活动 2：绘制思维导图，梳理人物关系。

深入研读，关联结构层次（Relational）（B层）

学生找到了多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且能够把这些思

路结合起来思考。（B层）学生找到了多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并且能够把这些思路结合起来思考。祥子悲惨命运的直接原

因是由多个人物造成的，深层原因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

活动 1：思考并讨论书中环境对人物的作用。

活动 2：思考《骆驼祥子》的悲剧色彩。

拓展展示抽象拓展层次（ ）（A层）

学生能够对问题进行抽象的概括，从理论的高度来分

析问题，而且能够深化问题，使问题本身的意义得到拓展。

学生能够对问题进行抽象的概括，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问

题，而且能够深化问题，使问题本身的意义得到拓展。《骆

驼祥子》中体现的社会悲剧。

活动 1：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骆驼祥子拉车”雕塑，

为了让旅游观光的人明白雕塑的内容，请你为这尊雕塑写一

段说明性文字。

活动 2：给祥子写一封信。

其中，E层学生的思维表现，偏离了作品中提供的思路，

需要引导学生围绕文章内容思考问题；D层学生具体的思维

表现，只思考到祥子前期一个显著的形象特征，没有从多方

面、发展性的角度去看祥子的性格变化：C层学生分析了祥

子悲剧是由多个方面造成的，但是没有看到更深层的社会原

因；B层学生能有机的联系多方面原因，形成推理和批判思

维，未进入更高层次的创造性拓展思维；A层学生进行深入

拓展思考，通过拓展展示更高层次的创作思维跨越。

（以《骆驼祥子》整本书教学阅读为例）

次的跨越

阅读活动设计 1：通读《骆驼祥子》，绘制出情节曲线

图，梳理祥子三起三落的买车经历。

阅读活动设计 2：为书中人物制作读书卡片。

第 1个活动，学生需要通读全文，把握文章的主要故

事情节，发现每个情节发展的结点，理清文章脉络，能进一

步了解祥子的命运三部曲是“精神向上——不甘失败——自

甘堕落”。

第 2个活动，为书中人物制作读书卡片，可以给主要

人物制作读书卡片，也可以给次要人物制作读书卡片。卡

片上可以写上人物经历的故事，也可以写上人物的性格特

征，根据学生通读全文后的兴趣点来写，调动学生思维的积

极性。

层次的跨越

从能凭借一点论据跳到答案上，到实现多个解决问题

的思路，能关注具体的情节，形成聚焦思维。通过局部精读，

学生生成一个观点、一种认识、以此串联起整本书的相关内

容 [4]。

阅读活动设计 1：分析祥子性格变化的原因。

阅读活动设计 2：分析骆驼祥子得名的缘由。

阅读活动设计 3：摘抄文中具有京味、幽默特点的语句。

精读过程中，需要学生把书读透彻，深挖书中的内涵。

活动 1的设计，通过局部精读，学生可以明确祥子性格变化

的原因。不仅包括三起三落情节中，人物导致的直接原因，

还包括社会原因。活动 2的设计，让学生深入了解，骆驼祥

子的名字的由来，不仅与骆驼有关，还与骆驼的品质有关。

活动 3的设计，强调局部精读后的阅读动笔，了解作者语言

的特点，积累语言。

层次的跨越

在这个阶段，教师需要设计一些阅读活动，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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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阅读思路整合起来，把各种情节之间建立联系，形成整本

书的知识网络结构。

阅读活动设计 1：对《骆驼祥子》中次要人物的性格进

行梳理。

阅读活动设计 2：绘制思维导图，梳理人物关系。

第 1个活动，深入了解了次要人物的性格，把握次要

人物性格的形成，从整个社会背景和社会阶层去看待次要人

物性格命运折射的社会背景。第 2个活动，需要学生理清每

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绘制思维导图，对整本书的人物关系把

握清楚。

层次的跨越

通过前面几个阶段的学习，学生不仅能找到多个解决

问题的思路，还能够把这些思路结合起来进行重新建构，教

师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帮助学生深入挖掘阅读素材、排除阅

读障碍，引导学生深入关注作品主题，进入抽象思维层次。

阅读活动设计 1：思考并讨论书中环境对人物的作用。

阅读活动设计 2：思考《骆驼祥子》的悲剧色彩。

活动 1的学生们可以通过讨论交流，总结出宪兵、孙

侦探、虎妞、小福子等人在对祥子堕落产生的推动作用。总

结出最终导致祥子堕落的原因是动荡的社会战争环境。

活动 2这道题需要把握小说中不仅是祥子，就是专横

跋扈的刘四爷、骄奢泼辣的虎妞、善良坚强的小福子、孤苦

的小马祖孙等，都是逐渐走向绝望的境地。这一个个人物的

悲剧，构成一个社会性的大悲剧，祥子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

命运，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气氛和批判意义。

语文课程是否能够促进学生形成内在的品质和能力，

关键在于是否引发叙述自己去“想”，没有“想”，“听说

读写”就会变成纯粹的技巧，无法达到以素养为纲的目的 [5]。

表达的跨越

本阶段不仅需要学生能够对问题进行抽象的概括，从

理论的高度来分析问题，而且要使问题本身的意义得到拓

展，形成个性化和创意性阅读。学生在与书中人物对话的过

程中，能深入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能对人物进行多元评价。

阅读活动设计 1：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骆驼祥子拉车”

雕塑，为了让旅游观光的人明白雕塑的内容，请你为这尊雕

塑写一段说明性文字。

阅读活动设计 2：《给祥子的一封信》。

活动 1和活动 2都旨在通过写作，把学生阅读过程中

的思维具体展示出来，提高思维创造能力，完成思维提升的

终结。

每个阅读阶段的活动的设计都需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

联系。SOLO分论评价理论需要与学生的阅读实践相结合，

与学生阅读的个性化体验相结合，明确学生所处的阅读阶

段，能通过教师引导和学生努力达到高一级的阅读阶段，完

成最终阶段的思维提升。

在整本书阅读过程中，教师要纠正学生浅阅读、碎片

化阅读、视觉化阅读的弊病，不能放任学生随意去读。教师

在整本书阅读教学过程中，可以运用 SOLO分类评价理论，

熟悉学生的思维阶段发展特点与个性特征，判断学生在具体

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思维层次，用合理的流程设计高质量的阅

读活动，引领学生读得更深、更细、更广，提高归纳整理能

力和思维表达能力，实现思维外化，最终实现思维能力进阶，

全面提升整本书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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