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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应当依托文本，基于单元内容，抓住课文中的言
语训练点，让学生在实际训练中提高和加强语言的积累运用。
部编版教材在内容选择上精心独到，在板块编排上更是匠心独
运；既有贯穿整个单元的语文要素，又有精心编选的精读课
文，语文要素密切相关，形成一根核心主线。笔者以一年级下
册第四单元为例，探析基于单元视角下的语言训练。

1　深入解读文本，把握主题语言转换
统编语文教材一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围绕“家人”这一人文

主题，编排了《静夜思》《夜色》《端午粽》《彩虹》和
《语文园地四》，体裁涵盖广泛，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文章的
不同特点，基于文本寻找恰当的语言训练点，提高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

《静夜思》一课教学完成后，笔者让学生在课后搜集诗人
李白或者其他诗人更多的描写“月”的古诗，感受“睹月思
情”及“月”背后浓浓的思亲之情，搜集完成后用古人“飞
花令”的游戏形式进行拓展和巩固。此外模仿是最直观有效的
方法，但首先要建立在熟悉地掌握了语言的基本表达形式之上。
学习了《端午粽》，粽子的样子已然深深地刻在孩子们的心
中，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尝试仿照课文描写粽子时“从外
到里”的顺序，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食物加以描写就显得水到
渠成了。从学生反馈的作业来看，孩子们从包子、饺子、韭
菜盒子想到点心、糖果等等，除文中表示颜色的叠词外，把从文
中学到的新词新句融入自己的语言中并加以灵活运用。通过文本
表达方式的学习，由认知——实践——迁移运用构成学习路径，
由浅入深，由知而为，从模仿再到创新，将这样借鉴文本规范的
言语材料进行的句式训练坚持下去，掌握语言表达技巧，从而进
行创造性的语言运用实践。

2　基于单元重难点，着眼朗读训练
语文课标中按不同的年段对学生的语言学习提出了不同的要

求，以此为依据年段目标来确定语言文字训练点，才能确保年段
目标的有效落实。一年级下册的朗读要求在第一册的基础上有了
显著提升，本单元的教学要点指出，“读好长句子是本单元的学习
重点和难点”，这一要求贯穿整个单元的教学。

《夜色》一课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长句子，需要带领学生初步
感知长句子的停顿。《端午粽》和《彩虹》的课后题中也对“读好
长句子”提出了要求，《端午粽》一课需要对长句子的朗读开展指
导，学习运用词语连续、正确停顿等方法把长句子读好。在实际
教学时，应就“读好长句子”开展训练，分层分阶段推进：第一
个阶段，发挥教师范读的作用，学生注意倾听并模仿；第二个阶
段，借助停顿符号的帮助，让学生自主练习停顿朗读；第三个阶
段，在“内容分解法”的基础上，对长句的内容进行分解，如“青
青的箬竹叶”“白白的糯米”“红红的枣”，明白句子所表达的内容，
再提倡学生根据自己对句子的理解做出正确的停顿判断。《彩虹》
一文中，延续和巩固了前一课《端午粽》的朗读要点——读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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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在对学生进行朗读指导时，可以从词语入手，再到短语和
句子，逐层地展开读，如“水壶”——“浇花用的水壶”——“你
那把浇花用的水壶”——“爸爸，你那把浇花用的水壶呢？”按
照划分层次的方法进行指导训练，读正确读明白。在课文的第二
至四自然段出现了多个分句组成的长句子，如第二自然段“如果
我提着它，走到桥上，把水洒下来，那不就是我在下雨吗？”一
句，包含了“提着水壶”“走到桥上”“把水洒下来”三个连续的
动作，可以调动学生通过感知“我”的动作的先后顺序来理解长
句子。将学习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关联和结构进行个体的再关联，
从而建构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3　巧用插图，激发想象聚焦巩固
部编版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插图，凝聚着编者们的良苦用心，

既贴近生活又紧密联系教材内容，富有情趣，是教材重要的组
成部分，一年级的孩子以形象思维为主，在教学中可以灵活地
引导学生观察插图，巧妙地从中捕捉言语训练点，既可以训练
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例如课文《夜色》上下各配有一幅插图，可以针对插图分
别设置问题，如课文上方的插图可以这样提问：“图中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图中的小朋友在哪里？”针对课文下方的插图可以
这样设置问题：“结合课文说一说，这是什么时间？人物都有
谁？他们在干什么？”《彩虹》一课的课文插图中，可爱的小
女孩爬走上了彩虹桥，手提爸爸浇花用的水壶从彩虹桥上洒下水
来，帮爸爸浇田。在课后设置问题“除了爸爸、妈妈、哥哥，你
还有什么奇妙的想法，愿意为家人做些什么？”有同学这样说道：

“奶奶，你那把做饭用的勺子呢？如果我拎着它，走到桥上，那不
就成了夜晚挂在天上的北斗星吗？你看见了吗，高兴吗？”在教
学中，把课文插图和语言训练结合起来，通过联想、调动、激活，
可以使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得到巩
固和发展。

作为一线教师，要善于分析文本，在充分解读教材，把握编
者用意的基础上，紧扣观察单元训练要素，挖掘训练点进行语言
训练，掌握语言所运用的语境全貌，习得表达方法或技巧，将一
个共通的意义和形式通过内化吸收，完成由内而外的个体语言的
创造性表达，这样的语文课堂是言语能力的实践和提升的过程，
更是学生生命精神的润泽和提升的过程，从而实现学生思维能力
的跨越和语文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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