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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小学语文教材主编陈先云先生的介绍来说，教科书的编排体系都

是相同的，所以了解四、五年级的教科书，也就读懂了六年级的教科书。本文将

从六年级语文教材新理念给教学带来的新变化入手，希望给予教育工作者一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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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编教科书的三样好处

和统编四五年级教科书相同，六年级教科书让人耳目一新，仔细品读，笔者

总结为“三好”：好文、好教、好读书。

（一）好教

陈主编立下的志愿就是让教材好教，曾在统编教科书全国培训会上表明，要

编写一套能够让教师便于教学，带动语文教学改革的“好教”教材，让语文教师

不再疑惑究竟是用“教材教”，还是“教教材”，换句话来说，教师只要教好教

材就可以，所有的知识基本都包含在教科书里，这样创造性的使用教材，让教师

开展工作得心顺手[1]。“双线组织结构单元”这一设计更能体现出“好教”，这

一单元将隐形、宽广的主线融合在语文的知识、学习方式、能力、主人公形象当

中，并且组织每个单元的测试，使每个单元的教与学一目了然，不会让教师和使

学生迷失教学、学习方向。同时，也做到了将每单元与重点知识点分别在单元导

读、活动、协作和语文乐园中显示，这样更能让教师明确授课知识主次。

1. 单元导读

三段文字配合一张精明的画面组成了单元导读，这幅图往往与本单元所授课

文人文主体、语文要素有关，不论是创意、色彩、图案都能够很好的表达教科书



的清晰、利落的授课理念。例如在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中的第三单元，

它的主色调是白色，与本单元所反映的冬天相符合；六年级的提问单元，则是由

多本书籍组建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等等[2]。

2. 练习活动

品读课文、课后练习和略读课文构成了练习活动，不仅指向表达交流，也可

以指向阅读理解。还有一部分是在诵读课文后面设置了小练笔，让学生更好的开

拓视野，温故知新。另外，教材中所有的练习活动都与语文要素有关，这能够让

教师在授课中有更稳固的出发点。针对小学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练习活动还

编排了“会认”的字。以第六单元为例，联系活动中出现了很多同学们以往学习

过的字，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诵读、听写等，在温习旧知识的情况下，再学习新

知识。

3. 习作/口语交际

在小学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中，共编排了 4次口语交际训练任务，着重培

养学生的应对和倾听能力，并都有对应的语文要素，可再教科书的左上角查看。

对于习作训练来说，主编主要考虑了六年级学生应该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在每

一个单元都安排了以习作内容，把写作训练转换成学生学习自然体系，并且都与

阅读训练对应，从而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3]。

4. 语文园地

诗词运用结合、交流平台这两个栏目构成了语文园地。交流平台的主要形式

分为三种，分别是对话交流、讲解示范、举例说明，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及意义，

例如小学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语文园地，文中先是写了一段话语，

并说明了该句式的表达方法，其次告知学生可以学着这样写，最后让学生进行仿

写，教师进行批注。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方式，增加学习乐趣。

二、新教法

教科书进行了创新，教学方法也必须跟着变革，要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够真正

的发挥教材的价值，这需要广大教师强化方法意识、有方法的训练、有质量的训



练。

（一）整体观念下整体训练

从宏观上的角度来说，义务教育是一个整体，它具有上下练习、全篇考虑的

特点，这点在语文统编义务教科书上仅设一名总主编可以看出来。从中观的角度

来说，需要将学段看成一个整体，分析课程标准的学段内容、目标，多个学段间

的内容和目标发展联系，甚至是采用何种方式落实在教科书当中。从微观的角度

来说，需要把单元当做一个整体，落实一单元一收获的教育目标。教师可以在备

课是仔细分析本单元的重点、难点，并选出一个课时向学生传输本单元的主要内

容，让那个学生对即将所学的知识有大致的了解[4]。教师在针对阅读策略和新即

将开课的新单元时，需要明确教学目标、整体设计，这样可以让学生获得大量的

知识。正如主编陈云先生所说，任何的教学活动都需要围绕运用、学习阅读策略

开展，要让学习学会阅读，并且学以致用。

（二）提升方法意识，高效训练

学习有法，适用者贵。朱自清先生早在上世纪就曾表示，当时语文老师对学

生的帮助较少，导致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方向。方法再好，不经历实践也会消亡，

统编教科书的交流平台板块就很好的体现了指导学习方法，例如在小学语文教

材·六年级下册《不会叫的狗》课后练习中就详细的为学生介绍了遇到好文章要

学习摘抄，这会对写作有帮助，还能掌握自己记录的内容，合理的运用在日常生

活中。

（三）有质量的训练

省内的学习质量监测与国家的质量监测相同，都对一线教学和改进有较强的

导向性。所以，教师需要探索、了解学业质量监测，树立起以素养为导向的教评

机制，让学生接受高质量的训练。崔允淳教授曾将有质量的训练评价为，教得有

效，考的满意，学的有趣，教师要在备课过程中想好考核方式、教学方式、学习

方式，把课文理解透彻并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难点，从而带动学

生对知识深度思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5]。教师也可以告诉学生如何提问题，

培养学生提问题的能力，若是学生能够提出与命题者相同的问题，代表学生对本



课知识的理解很深刻，很容易考取高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需要明确新教材好文、好教、好读书的三大特点，及时的创

新自己的教学方式。把握好文本解读、目标研制、问题设计，在课堂上要尽力丰

富学生的学习感受。新时代下，教师不需要成为知识的快递员、教学技术控，要

理性的思考，感性的教，成为一个深受学生喜爱的趣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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