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专题阅读实践探究

——关于《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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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设计，离不
开整体内容梳理、主题探究和重点回
目细读。

余党绪老师在《<红楼梦>思辨读写
一本通》（2021.1）中，先简洁地向学

生介绍了《红楼梦》之谜、《红楼梦》
的重要版本、“红学”的主要流派，
以及《红楼梦》的历史地位。在第二
部分中，以“序幕”“盛世”“暗
涌”“没落”“归处”的主题词来引
导学生梳理前八十回的内容，主要以
表格的形式进行内容整理，并启发学
生就某一人物或事件阐发自己的看法。
让学生“完整地读，不流连于碎
片”“集中地读，一气呵成，不零敲
碎打”。在第三部分中，先从小说的
主线、背景、主题、预言、人物、用
笔、构思、诞生几个角度引导学生从
大方向把握作品，再引导学生探究爱
情、梦想、才华、生命、悲剧、终局
的小说主题。

➢ 钮小桦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
与研习手册》（2020.3）在通
读全书和专题研读方面提供了
有效的指导办法。

➢ 吴洁云老师在《<红楼梦>整
本书项目化阅读》（2021）中
引入了“项目化阅读”的概念，
将学生的阅读分为初读小说、
探究实践、成果展示和评价反
思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
具体的阅读任务。

➢ 詹丹在《论<红楼梦>整本书
阅读与教学的整体性问题》
（2021.4）中，讨论了对《红
楼梦》的整体把握问题，梳理
出了《红楼梦》的整体性的特
点（网状结构、微观与宏观的
照应、它在性、文化背景带来
的问题，等等），探讨了在新
高考的背景下，落实整本书阅
读的可行性。



1.专题阅读：在不同的专题之下，学生对《红楼梦》进行阅读、
梳理（发现与寻找）、交流与探究，建构对整本书内容和主题思
想的认知。

2.阅读工具与支架：一是整体把握整本书，二是找到小切口，再
从内容、故事、人物、写作特色、主题思想等方面，设计情境任
务，提供阅读的工具和支架，指导学生运用不同的阅读方法（精
读、略读、浏览），梳理小说情节和场景，理清人物关系，鉴赏
人物形象，探究人物精神世界。

3、评价阅读过程：从能否理解情节内容，言之有理，分析有法等
角度设计阅读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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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与内容



1、在积极的阅读实践活动中，师生共同探索阅读《红楼梦》整本书的

路径，学生形成和积累自己阅读整本书的经验，形成《红楼梦》专题阅
读的评价体系。

2、在专题阅读任务的引领下，学生反复、细致阅读文本，深入探究主

题思想，体会《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现实价值，展示写作成果，形成
独到的个人见解，思维品质得到发展和提升。

3、学生能够理解《红楼梦》的文化背景，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并通过情景化的学习任务，将对经典的理解链接到现实生活中，理解当
下的底层人物、女性力量、男权文化，等等，构建自我的人生观。

研究目标



1、整体性把握作品：
(1)以前五回为纲，整体把握故事：梳理前五回内容，解读判词、谶诗中的隐

喻，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2)人物关系梳理法：以思维导图、图标等形式，直观呈现人物关系图。
(3)重要事件梳理法：用自己的话凝练地概括小说中的重要事件，理解这些事

件在贾府衰亡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理解重要事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
(4)章回题目梳理法：分组分工对每一章回的题目进行解释、叙述和分析，力

图把握每一章回的重要内容，以及作者隐藏的观点态度。

2、专题阅读：
(1)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2020年6月公开课《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红楼

梦>人物命运专题研究》
(2)红楼女儿的“她力量”：2021年7月17日-2021年8月10日，开展学生自主

阅读研究活动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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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红楼女儿的 “她力量 ”



【课题准备】
1、一个专门用来做《红楼梦》阅读笔记的本子。不需要太大、太厚。2、每个小组至
少要有一个组员有电脑，用来整理组员资料。

【第一阶段（7.17-7.22）研究内容】
➢ 查找词典、百度百科等，给“力量”下一个定义，给“她力量”下一个定义。
➢ 每个小组选择1-2个女性人物（林黛玉、薛宝钗、李纨、晴雯、平儿、探春、香菱、
湘云、刘姥姥、贾母，等等），梳理她的个人信息、经历，分析她的人物形象，她
的身上体现了怎样的“她力量”，对这个女性人物，你还有什么发现？

➢ 小组自制表格，写下你的原创思考，可以查互联网，但必须在自己思考之后。组长
或组员于7.22汇总小组阅读成果，发给科代表。

【第二阶段（7.24-7.31）研究内容】
➢ 阅读文献，梳理观点：阅读“第二阶段参考资料”中的文献，你觉得哪些观点特别有
道理，而你原来阅读的时候没有想到？哪些观点与你原来的认知不同，让你改变了
对人物或作品的看法？请你将这些观点摘录下来，以word文档的形式保存。

➢ 形成观点，撰写短评：组内讨论还可以从哪些角度（对人物的评价、对艺术手法的
分析等）来研究《红楼梦》女性人物身上的“她力量”？写一则短评。要求每个组员
的所选观点不雷同，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字数不限）

红楼女儿的 “她力量 ”



【第三阶段（8.2—8.10）研究内容】

跨媒介研究：

方案一：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女性人物的片段，点评剧中人物的演绎好

在哪里？她的演绎表现了人物身上哪些“她力量”？选择一个演员的演绎作为观影

和研究对象，写一则影评。（字数不限）

方案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或其他版本电视剧、电影）中的某一场景

或某一情节，点评剧中拍摄手段、再现小说的方式好在哪里？选择电影或电视剧

的一个片段作为观影和研究对象，写一则影评。（字数不限）

其他注意事项：小组内分工完成两则影评，于8月10日上交word文档给科代表。

【第四阶段】

采访当代女性：选择身边的一位成年女性作为采访对象。她是怎么面对生活中的

问题？她们身上与红楼女儿身上有何相似之处？面对同样的生活问题，她们与红

楼女儿的解决方式有何不同？对你来说有什么启迪？

红楼女儿的 “她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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