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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读书”系列是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九年级上册精心打造的学习语文的组合模
式，其“吟哦讽诵而后得之”“感悟品味欣赏”“学会牛吃草”“阅读有独特的感受”“借助
注释学文言”“读书动笔”共六个方面构成一个如何阅读文本的方法系统，很有实践意
义。特别是第六单元的“读书动笔”更是学会读书的良方，因为它是前面五个方面的读
书学习在书面上的体现，是语文学习思维的结晶。所以，我们非但完全有必要学会“读
书动笔”，更要养成“读书动笔”的良好习惯；不仅要能动笔，而且还要善动笔。

“读书动笔”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阅读文章时，对文章的具体内容、表达层
次、思想情感、表现手法、语言特色、精彩句段等，通过自己的感知捕捉、思考分析、比较
归纳、质疑延伸等，用不同的线条、特定的符号和简洁的文字进行标记与评注。

学习九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我们既要通过具体的学习实践学会“读书动笔”，也要通
过“读书动笔”学好本单元的全部内容，做到一举两得。

“读书动笔”有“淡抹”与“浓妆”两个层面：
所谓“淡抹”，即基础习惯性“动笔”，主要任务：疏通字词句，把握文章主要内容，写

出初读文章的理解与感受，勾画关键或精彩的句段，记录阅读时的疑问与困惑等。例
如：

在本单元的文本学习过程中，可以重点学一学《绿》文中各种标记符号的样式与意
义，勾画一下描绘绿的词句与直接描写作者感受的词句；可以用不同的线条划出《囚绿
记》里常春藤在不同环境里的状貌以及作者直抒胸臆的句子，查找并记下写作的时代背
景；可以列表概括《环球城市风行绿墙》里中外围墙的异同；可以用简洁的话语概述《一
双手》的情节，当然还可以勾画自己喜欢的词句和有疑问的地方。

在诵读欣赏版块，《绿》诗的初读感受，《龟虽寿》与《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字词
疏通等都可“淡抹”一下。就算《广告多棱镜》专题的学习，也可以用列表“淡抹”出广告
的多种形式，初步感受广告的语言特点。

所谓“浓妆”，即赏鉴延伸性“动笔”，主要任务：对内容语言等写出自己的评价，从
内容与形式两个角度赏析文段和词句，写下由文内联想到的文外的知识和信息，探讨有
疑问或有争议的地方等。例如：

本单元四篇文本均与“绿”有关，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这些课文对“绿”的认识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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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共同点，也可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别；评论家们对朱自清的《绿》有诸多评点，
可以先分析这些名家的观点，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何完整理解《囚绿记》托物抒情写作
手法的娴熟运用；《一双手》一文“平中见奇”，那“平”在哪？又“奇”在哪？

诵读欣赏版块，《龟虽寿》是如何表达曹操的情怀与人生态度的呢？《白雪歌送武判
官归京》又是怎样把咏雪与送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呢？当然，还有这两首诗里的千古
名句又该如何去解读？这些问题都来“浓妆”一下的话，那绝对是“浓”超所值啊！

再者，学了《广告多棱镜》，还可以用写广告语的方式回过头来去“浓妆”一下四篇
文本里的人物风采、风情特色、情感抒发与艺术构思，则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其实，在实际的语文学习过程中，“淡抹”与“浓妆”两种动笔方式是无法严格地进
行区分的，往往是“淡”中有“浓”，“浓”中有“淡”，“淡”“浓”结合，关键是看从文本里读
出了什么，读到了什么。

“不动笔墨不读书”，学习语文时，我们都会经常念叨这句话。不少名家在阅读一本
书或一篇文章时，都在重要的地方进行圈点勾画，在相关的地方写上不少评注，还把诗
文中精彩的地方摘录下来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所以，我们也要向前辈学习，通过点
滴努力，坚持动笔，逐步养成动笔读书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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