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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教材，发展思维，打造“好课堂”
——教材整合与学生思维发展初探

王　丹

（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小学，陕西 西安 710016）

摘要：新课标提倡“灵活使用教材”，新课改注重学生的思维发展。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教材内容，充分挖掘教材的内在

联系联系，巧妙灵活运用教材，让教材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打造“好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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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体现，是教师进行课程教学的依据，

学生完成学生任务的材料，同时，更是师生教学活动的主要纽带。

因此，教学活动主要要围绕教材进行。

但围绕教材，并不等同于只是“死教教材”。在日常教学中，

存在不少照本宣科“死教教材”的现象，教材写了个一，我就教个一，

教材按什么顺序编排，我就按部就班去教……诸如种种，反映了

教师存在思维惰性，缺乏对教材的深入研读，因此，不能深刻把

握知识的本质及各部分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做到“活用教材”，

大大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深刻掌握及思维的发展，自然也影响了

课堂效率。

新课标提倡“活用教材”。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教

材内容，充分挖掘教材的内在联系，巧妙灵活运用教材，让教材

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知

识容量，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挖掘内在联系，关注相同点，调整顺序，发展思维。

有的教学内容，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但只要用心

研读，就会发现，各部分知识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根据这种

内在联系，调整各个部分的教学顺序，会让学生的思维更加顺畅，

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深刻。

部编版一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一》，第一部分“识字加油站”

是一组和天气有关的词语；第二部分“字词句运用”中的“读一读”，

是一首耳熟能详的儿童诗《祖国多么广大》；第四部分“日积月累”

是一组描绘春天景象的四字词语：“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柳绿花红、

莺歌燕舞、冰雪融化、泉水叮咚、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研读

教材时，我发现：“识字加油站”“字词句运用”“书写提示”“日

积月累”这几部分内容，虽然形式各异，有读的，有写的，有背的，

看似各自独立，但是内容上却有内在联系：都和大自然、气候、天气、

气象等有关。

把握到这个共同点之后，我好好琢磨了一番，摒弃了按照教

材编排顺序中规中矩、按部就班进行教学的做法，对几部分内容

的教学顺序进行了调整，对课堂结构进行了精心设计。

（一）先学习第二部分“字词句运用：读一读”中的儿童诗《祖

国多么广大》。

课前，孩子们像往常一样进行课前诵读，站在教室门口，看

着他们规范的坐姿，听着整齐洪亮的诵读，走上讲台，我满意地

笑着夸奖：“孩子们，你们的儿歌诵读得真好，声音洪亮，充满

感情！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一首小诗。”

板书课题后，孩子们自由朗读《祖国多么广大》，借助拼音

读准字音，然后，引导孩子抓住重点词语“大兴安岭 ---- 雪花 --

飞舞”“长江两岸 -- 柳枝发芽”“海南岛 -- 鲜花 -- 盛开”，

在同桌互读、小组展示读、师生合作读、男女生接读、想象画面读、

感情齐读等多种方式中，让学生充分朗读，在美美地朗读中去感

受北方的雪花，南方的柳枝和鲜花。

接着进行全班自由交流，教师补讲，引导学生知道：同一时间，

祖国各地呈现出不同的景象，祖国地域非常广大，激发学生对幅

员辽阔、美丽祖国的热爱之情。

（二）学习第四部分“日积月累”的八个四字词语：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柳绿花红、莺歌燕舞、冰雪融化、泉水叮咚、百花齐放、

百鸟争鸣。

1. 利用知识内在联系，巧妙自然过渡。

学生带着饱满的热情诵读完《祖国多么广大》，情感正是高

昂之时，表扬过后，我话题一转：“同学们，大兴安岭，雪花飞

舞之时，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真是同一个时间，不同的景

象啊！那我们这里，现在是什么季节？”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春天啊！”

“那你都看到了哪些景象？”

还没等我叫起那些迫不及待举手发言的孩子，不少同学已经

按捺不住地七嘴八舌自己喊开了，因为有的同学预习时，读了这

些词语，不少同学喊出了“万物复苏”“柳绿花红”“泉水叮咚”……

我说：“是啊，同学们眼中的春天多美啊！词语中的春天也很美呢，

快让我们到优美的词语中去欣赏春天吧！”

接着，出示“日积月累”中的词语，引入对“日积月累”的学习。

这样的过渡，利用了儿童诗《祖国多么广大》中的季节、景

色与生活实际中的季节、景色的内在联系，把学生的眼光从“大

兴安岭”“海南岛”这样的远方拉回眼前，把学生的思维从对“雪

花还在飞舞”“鲜花已经盛开”的想象，转换到对自己生活环境

的观察和回顾，教学内容水到渠成，思维转换自然无痕，过渡衔

接巧妙，学生容易接受，知识掌握深刻。

2. 多种方式朗读，充分感受到了文字中的春天美。

在大屏幕展示的“日积月累”八个词语中，我圈出“柳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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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百花齐放”这两个词语，让学生观察：“为什么把这两个

词语圈出来 ? 不一会儿，就有同学说出：“这是眼睛看到的！”

我又追问：“还有哪些词语描写的是眼睛看到的景象？”“除了

眼睛看到的，你还能发现什么？”同学们轻轻松松说出了：“还

有听到的！”“万物复苏”“春回大地”这两个词语，他们不好

归纳，我补讲出这是对春天整体特征的描写。这样深入的学习，

让孩子对词语理解得更透彻。

（三）学习第一部分“识字加油站”的九个词语：阴、晴、雾、

雷电、阵雨、暴雨、冰雹、霜冻、雨夹雪。

齐读完八个四字词语，我说：“春天有这么美丽多样的景色，

那其他季节都有哪些景象呢？”自然而然过渡到“识字加油站”

的九个词语中。这些词语，虽然是描写天气，但是像“雾、雷电、

霜冻、雨夹雪”等词语，也都体现出季节性的特点，前边感受完

春季景色，再用季节转换来过渡，去领略其他季节的景象，衔接

非常自然。

这样的设计，挖掘了三部分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自然然

过渡，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思维转换自然，学生很容易接受。

这节课，学生上得很愉快，连平时上课总爱皱着眉头一幅不开心

样子的小陈同学，在诵读时，歪着头，露出难得的微笑，愉快跟

着大家一起诵读。

二、挖掘前后联系，关注不同点，整合教材，发展思维。

开学初，拿到教材，在整体通读本册教材中发现，二年级上

册第四单元《古诗两首》中的《登鹳雀楼》，和第七单元《古诗两首》

中的《夜宿山寺》，同样都是描写古代“高楼”之上的景观，但《登

鹳雀楼》展现的是白天高楼之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的景色，而《夜宿山寺》则是描写夜晚高楼之上“手可摘星辰”

的景象。

于是思考着，能不能以“同是高楼，一昼一夜”这个特点为抓手，

打破“一前一后”编排的单元框架，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进行教

学呢？

课堂上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引导学生结合两首诗中的重点词

语“白日、山、黄河、海”“百尺、星辰”等，进行对比阅读，

一来学生比较完整地感受到了高楼之上白天和夜晚不同的景象，

二来深刻感受到，虽然白天、夜晚景象不同，但都能体现出楼之

“高”，从而更加深入地感受《夜宿山寺》中“危楼”的含义，

强化了重难点。

在前后联系、比较学习中，学生的思维也得到很好的发展。

同样的，第四单元《古诗两首》中另一首《望庐山瀑布》，

第七单元《古诗两首》中另一首《敕勒歌》，都是描写大自然美

丽风光，一个是山水之景，一个是草原之美，也放在一起教学，

学生在同一节课中，既感受到祖国不同地域的不同美景，又感受到，

结构整齐的七绝和表达相对自由一些的北朝民歌，都同样能描述

出自然之美，从而产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三、拓展教材外延，关注延伸点，丰富教材，发展思维。

数学教学中，一道加法算式“3+2=5”，可以延伸出“（  ）

+2=5”“2+（ ）=5”“5-（ ）=2”“5-（ ）=3”这么多算式，

语文教材也是一样的。

二年级语文上册《语文园地六》“识字加油站”中，呈现了

两组——陆上交通工具、水上交通工具的图片和名称，旨在引导

学生在认识事物中学词，在词中识字，将识字、学词和认识事物

有机结合起来。

各种方式充分认识了书上提供的几幅图和词语后，我引导学

生说出其他常见的陆上交通工具和水上交通工具，学生纷纷说出

“出租车、公共汽车、洒水车”“游船、划艇”等词语，也有个

别同学说出“电车、自行车”这类词语，予以肯定的同时，我追问：“电

车是以电能源为动力行驶的，自行车是以人力为动力的，那像这样，

以行驶动力命名的交通工具，你还知道哪些？”

学生自主思考后，在小组内又进行了充分交流，全班交流时，

不少同学说出了“马车、火车、电动出租车、火箭、磁悬浮列车”

等以动力分类的交通工具名。

这个追问、思考、交流的过程，丰富了教材内容，正是对教

材的拓展延伸，引导学生在看图学词识字、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

发展了思维能力。我们常说：“要会把书读厚，也要会把书读薄。”

这个拓展延伸，就是把教材教“厚”了。

课堂实践证明，以上几种对教材灵活整合运用的做法，深受

学生的喜爱和欢迎，对于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构建开放而具有活力的语文课堂，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在以后的语文教学中，我会继续践行“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

的教材使用理念，继续深入挖掘教材，有效整合运用教材，让教

材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努力打造出一节节常态“好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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