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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统编教材运用中的思考 
◆周雪枫 

（安徽省宿州市第九小学  安徽宿州  234000） 

 
摘要：国家的统编版小学语文课本有着自身的优势，运用的是语文素养
以及内容主题兼顾的双线单元编排方式，教学安排上更加具备条理，但
是要想在实际运用好并不容易。因此需要对国家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教
学展开思考，希望对日后统编版语文教学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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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国家统编版小学语文课本是从 2016 年开始投入使用，
应用时间并不长，而广大教师通过不断学习以及实践，对统编版
教材的理念、结构以及思路也是有着全新的理解，在教学中不断
实践与探索，也是产生了新的思考。 

一、国家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特点 
（一）采用双线组织阅读单元 
其中的一条线索是依据内容主题进行单元的组织，另一条线

是将语文素养中的诸多内容，例如知识、能力、学习习惯等，分
成不同的能力训练点，这样用由浅入深的方式分布在各个语文单
元中。 

（二）新增课文更具文学性 
其中包括《一个接一个》，这是日本的一位儿童诗人——金

子美玲创作的一首作品，《树和喜鹊》则是国内的一位儿童诗人
——金波的作品。《怎么都快乐》的作者是任溶溶，是一位儿童
文学方面的著名作家，也是一名翻译家。《文具的加》作者是圣
野，也是一位儿童诗人，也是儿童文学方面的一些编辑。《夜色》
是文学作家柯岩创作的作品。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在儿童文学方
面选择了诸多的文本[1]。让新增的课文具备极强的文学性，对学
生文学素养方面的强化是有着诸多益处的。 

（三）语文要素在课堂上呈现出螺旋递进 
在一年级上册中主要的学习要求是寻求文中信息，同时借助

图画进行文本阅读，而在下册中则是将能力要求升级为结合信息
进行简单判断。可以看出在阅读的能力上，新教材的要求是不断
提升的，而重点则是在逻辑思维的锻炼以及强化上。帮助学生实
现思维方面的进步，让语文与思维实现同步发展[2]。在一年级上
册中多数的内容是让学生借助图画来对稳扎中生字的意思进行
理解和阅读，下册则是借助形声字的一些特点，这样可以结合上
下文进行猜字。在语文要素的锻炼上可以由课后的诸多练习形
式，整体上是螺旋递进的一种形式。 

（四）新增“快乐读书吧”“和大人一起读”两个板块 
这两个板块在统编版教材上都是所有安排的，可以看出对阅

读方面，新教材的重视度是非常高的，同时强调了课内外阅读的
重要性。这意味着课外阅读也是要进行课程化的转变[3]。促进学
生不断加强自身的阅读，更是体现了自主阅读以及亲自阅读的理
念。 

（五）增加了优秀传统文化篇目 
统编版教材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力度加强，可以看出从小学一

年级的课文中已经出现了古诗文，在小学阶段统编版教材一共收
录了古诗文达到 124 篇，与以往使用的人教版教材相比，增加了
足足 50 篇。诸多的美文美篇以及民俗谚语等传统文化也是加入
到统编版教材统编版教材中，文化体裁也是变得更加丰富。 

二、国家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一）关注目标的递进和整组 
在实际教学中要重视对学生阅读兴趣的激发，让学生可以有

更加广阔的空间。教师要加强对统编版教材的理解以及解读，因
为语文要素的提升是呈现螺旋递进的，教师就要在教学中注意前
后学习内容的联系，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帮助学生实现能力上的提
升。结合统编版教材的特点，教学目标也是逐渐发展的，不断提
升难度，需要建立起单元整租的理念，对单元教学进行贯穿，如
一年级下册的二单元有《我多想去看看》、《四个太阳》等一共四
篇课文，其中贯穿四篇课文的主题就是“心愿”。这些文本的题
材是非常丰富的，其中《吃水不忘挖井人》所叙述的是革命的故
事。其他的三篇则是表达一些儿童的愿望，这三篇文章的语言比
较浅显，同时节奏非常明快，学生阅读起来难度并不大，但是描

述的内容可以让学生在情感上引发共鸣。这单元的训练重点是让
学生可以将文中一些明显信息找到，让学生可以在阅读理解方面
具备更强的能力。因此在教学时要注重与阅读活动结合，引导学
生将文本读懂，根据问题将明显信息找到。 

（二）在读法上给予更多的指导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要在小学阶段强化学生的默读习惯，要具

备一定的速度，每分钟的阅读字数不能少于 500。要让学生熟练
运用浏览以及略读的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阅读的速度。这就需
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善于把握以及运用，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技
能，教师要在实际教学中锻炼学生的默读、精读、跳读等特定的
技巧，读法的传授在统编版教材的教学中是重中之重。例如教师
要引导学生在实际阅读中有感情朗读，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
一种层次，就需要在方法上进行落实、在教学中这节课锻炼的是
声调和停顿，那么下节课就要注意让学生把握好节奏的，这样不
断让学生在阅读技巧上获得提升。 

（三）寻找课堂展开的过程 
语文要素在整个教学中都是不断贯彻的，诸多的时候在课文

后都会有一道练习题对学生的语文要素进行强化，但是教师还是
要关照全文，注重学习的开展。例如在《一分钟》的学习中，课
后练习是让学生使用“要是……就……”来说话，这是基于文本
报的内容，学生对文本内容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一些逻辑
上的判断。统编版教材为了适应全体学生的需求，在选做题以及
开放题的比重上进行提升，这样可以让统编版教材具备更强的适
应性以及弹性，这些题目需要结合学生的知识以及经验，让学生
在实际学习中得到各方面能力的锻炼。 

（四）注重有机融合与发展 
在小学语文课上识字、阅读、语言积累、写作等各方面教学

内容非常丰富，而这些内容其实并不是孤立的，教师需要在统编
版教材的教学中注重这些教学内容的融合。例如《操场上》教学
中，这篇文章一部分是运动方面的词汇，一部分则是用词语编制
成儿歌，希望教育学生可以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教师在教学设
计的阶段，可以设计引导学生分类这些词语，可以用不同的分类
方式，例如球类运动和非球类运动、运动名称的字数、用手的运
动和用脚的运动的生字偏旁不同等，这些可以让学生对生字更好
地掌握，通知也是对锻炼的涵义更加理解，提升学生对语文学习
的浓厚兴趣。 

（五）培养学生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统编版教材中有着诸多的传统文化方面的文本，教师要结合

这些特点，运用好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例如故事、表演等
课堂活动，可以让学生产生对传统文化更加浓厚的兴趣，让学生
在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中提升自身的素养以及品质，这样可以让
学生在综合能力上得到提升。教师要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引导和
的传递，让学生具备更强的文化底蕴。 

结论：总之，统编版教材有着全新的理念以及特点，可以强
化学生在语言理解、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各方面的能力，教师
要运用到统编版教材的优势，在小学语文课上加强对教学的创新
与实践，促进教学手段上的创新，让统编版教材教学更加合理，
帮助学生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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