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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用插图，让课堂生花
——低年级小学语文插图教学的应用探究

陈少青

（坪山区六联小学，深圳 坪山区 518118）

摘要：插图是小学语文教材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装饰、解释和促进功能，对小学生理解文本、延伸探索等方面起着不

可忽视的辅助作用。本文在对本校和兄弟学校执教一二年级的老师进行针对性访谈后，总结了教师运用教材插图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

基础，积极探究教材插图在低年级语文教学中拼音和阅读教学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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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年级小学语文部编版教材插图的功能分析

（一）装饰功能

这类插图相对独立于文本，主要见于封面、目录等，起到增

强教材美观性，激发阅读兴趣的作用。

（二）解释功能

文本中出现复杂概念、原理、过程等内容时，插图能以其直

观可感、形象生动的优势对相关内容进行解释说明，使抽象、复

杂的内容变得更具体，提高感性认识，这也是插图的最主要功能。

（三）促进功能

这类插图基于文本，又拓展内容，使阅读者视野延伸，审美

能力、思考能力、迁移能力等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二、教师运用教材插图存在的问题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教师运用插图进行教学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笔者对本校和结对帮扶的兄弟学校的一二年级语文老师，共计 21

人进行了访谈，具体访谈内容和共性回答整理如下：

笔者：您认为插图是教材中的重要内容吗？

受访教师：就整本教材而言，应该不算太重要，但在上课时

借助插图也可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低年级学生也比较喜欢看

插图。

笔者：上课时您会经常利用插图进行教学吗？

受访教师：不太经常，我的课件中的图像资料主要还是从网

上搜集而来。

笔者：您一般在什么教学环节使用插图？

受访教师：这个视课文类型和问题预设而定，一般而言导入

环节比较多，激发学生兴趣。课堂活动中也会让学生看一看，跟

课文联系起来。

笔者：您认为利用教材插图进行教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受访教师 1：图片是辅助手段，但如何发挥这个手段的最大

作用是我没思考过的，教学用书在这方面的指导也比较少。

受访教师 2：将插图和课文结合起来教学是个难点，低年级

学生注意力很短暂，如何让学生关注插图真正需要传递的信息更

是个难点。

受访教师 3：教材中的插图鉴于低龄儿童特点往往是漫画、

手绘风，很多时候会“失真”，不太写实，所以我经常自己从网

络找图片，更真实。

受访教师 4：课堂 40 分钟，课文和生字教学已经占据大半江

山了，观察插图可能会涉及到时间问题。

……

插图在教学上的使用情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插图的认

识和重视与否。对笔录进行整理后，发现教师们对教材插图运用

于教学有以下几点问题：

（一）对教科书插图认识不足，对插图功能了解模糊

教师认可插图的存在意义和装饰功能，起到吸引学生下读的

兴趣，但对插图在教学中的解释功能和促进功能不甚了解，或不

知如何利用，由此往往会对插图“一语带过”，认为插图仅起到

微不足道的辅助作用，网络图片亦能替代，相应地会导致学生“一

眼带过”，忽略插图携带的重要信息。

插图是编撰者依据单元主题、课文内容精心编排与设计的，

与文本主旨契合度高，承载着一定的信息量，符合学生认知水平。

Richard E.Mayer 的视觉学习和双重编码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人

在学习过程中既对文字信息进行处理，也对图像信息进行加工，

视觉与文字能同时建构并起到相互促进作用，使信息准确性提高

并达到长时记忆。因而教师应学习如何有效运用插图以及如何正

确指导学生结合插图理解文本。

（二）缺乏插图教学方法

教师往往在导入环节利用插图激趣，其他环节则利用甚少，

还有部分教师忽略了低年段识字、拼音教学中插图的具象作用，

没有充分利用插图的直观性、形象性和启发性帮助学生记忆字形、

理解字音。此外教师往往引导学生通过插图认识文本，而忽略了

反向思维，即通过文本认识插图。这种单向方式，没有将视觉和

文字的相互促进作用发挥最大化效用。

（三）指导学生运用插图学习的方法不足

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低年段儿童对文中插图兴趣很高，但很

少将插图和课文内容联系起来。由于教师没有对学生进行具体指

导，学生自然将插图和教师课件的网络图片“一视同仁”，导致

资源浪费。

由于一二年级学生注意力时间短暂，对抽象的拼音和生字学

习感觉吃力。因此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认知规律，利用插图营造趣

味情境性，利用其附属的音形义帮助学生直观理解，构建知识体系。

三、运用教材插图的实践案例与应用探究

（一）运用插图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拼音是汉语言文字学习的工具，亦是幼小衔接阶段学生学习

的重难点。刚学习拼读的学生难以分辨正确读音，记忆字形也颇

为吃力。我们认为可以有以下方法：

1. 活用插图，巧设情境

据笔者统计，一年级上册汉语拼音部分的插图共有 42 幅，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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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部分的插图量远高于识字、课文部分。教师可充分利用插图巧

设情境，营造趣味学习拼音氛围，让课堂鲜活起来，降低学生畏

难情绪。

如在一年级上册汉语拼音《ang eng ing ong》一课中有一副独

立图，教师可引导学生跟着老师一起有顺序观察插图，练习说话，

同时用笔在相应物品旁写出隐藏的韵母宝宝：猫头鹰（ing）闹钟

（ong）显示已是夜晚，台灯（eng）柔柔地亮（ang）着，窗（ang）

外的夜空（ong）挂着一弯月亮（ang），正（eng）看着一位妈妈

坐在床（ang）上哄着婴（ing）儿睡觉。

可以发现，基于低年级学生生活经验的插图设计了许多本课

后鼻音韵母元素，具有汉语母语优势的学生可以在语言基础上，

通过插图中的情境和物品认读韵母、拼读声韵。 

2. 善用插图，记忆拼音书写

教师可设计“我和声母 / 韵母捉迷藏”的游戏，以“仔细观察—

发现声 / 韵母—记忆书写—拼读练习”的方法指导学生拿着笔从

插图中找声 / 韵母、发现字形规律、结合插图物品编口诀练拼读，

本文以《d t n l》一课的教学为例，具体如下：

教师：同学们和老师一起闭上眼睛，现在声母宝宝要藏在画

儿里啦。数到 3 秒，和老师拿着笔一起找声母。

（学生开始观察寻找）

学生 1：那个大门是 n。

教师：你是第一个发现的，真是火眼金睛！请大家在门洞旁

边写上“n”，并跟老师读“一个门洞 nnn”。

学生 2：伞的下面像 t。

学生 3：打鼓的棒子像“l”。

学生 4：小鼓和棒子在一起像“d”。           

教师肯定学生的观察和想象力，指导学生在对应形似物品旁

写上声母，在插图上描画字形，并跟读口诀。在后期的教学中也

可以常常看着插图书空、拼读声韵。与此同时还达成了“不动笔

墨不读书”的养成教育。

（二）运用插图提高阅读教学效用

部编版《教师教学用书》在教学目标中提出“学习借助读物

中的图画阅读”，一年级上下册在课文版块的插图数量共有 82 幅，

二年级则共有 78 幅，是丰富的可利用优质资源。教师既可利用插

图进行文本辅助解释，也可从文本走向插图，梳理结构、概括复

述以及延伸想象等。具体有以下应用：

1. 妙用插图，质疑激趣

低年级小学生对文字内容的接受和理解能力较低，如果能借

助插图质疑激趣，或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妙用。在二年级上册古

诗《小儿垂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从五要素的角度引导学生观

察插图，提出疑问：

学生质疑 1：图中的小男孩在哪里，他在干什么？

学生质疑 2：那个大人要干什么？

学生质疑 3：小男孩为什么摆摆手？

学生质疑 4：诗里不是说“招手”吗？是让大人来呢，还是

不要来？

……

教师引导：学贵有疑，同学们已经学会了仔细观察图片提出

疑问了。那让我们大声朗读古诗一起寻找答案吧！

2. 巧用插图，理解重难点词句

课文中的重难点词、句、段往往含有新概念，或具有抽象的

逻辑性，低年级学生受自身认知水平局限常常难以理解其含义，

教师可巧借插图帮助学生排疑解难。如二年级上册课文《曹冲称

象》，对于曹冲到底如何称象？何谓“船舷”？为什么称大象变

成称石头？学生头脑中是模糊的。教师可作如下指导：

教师：请同学们朗读第四自然段后，在插图中标出“船舷”。

学生观察官员在船上划线的位置，判断“船舷”概念。

教师：请同学们结合课后习题 2，观察插图，将对应步骤写

在图片相应位置。

如此，低年级学生头脑中就构建了具象图式，对文段的逻辑

步骤有了清晰的认识，省却了教师的诸多解释，提高课堂效用。

3. 利用插图梳理文本，深化理解

编撰者往往会在顺序性强的课文中插入序列图或多层图，帮

助学生条分理析，内化结构，几幅图的串联便是全文梗概。如在

二年级上册《田家四季歌》一文中，教师在帮助学生梳理文本，

深化理解和记忆时便可借助插图，不仅降低了理解难度还增加了

趣味性。

4. 借助插图，猜读教学，拓展思维

在猜读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教材插图独立地、能动地、

无拘无束地联想和想象形成初步思维成果。猜读教学也可以在阅

读文本后继续观察插图，展开后续猜读。图片和文字一样可以延

伸意趣，课文的插图不仅基于文本更能帮助学生打开思维，延伸

想象，续写没有呈现在书本上的故事。例如二年级下册《彩色的梦》，

教师引导学生徜徉在插图营造的美妙意境里，想象还可以用彩色

铅笔画些什么？

四、运用插图于教学的实践反思

（一）学段不同，插图运用于教学的效果和应用策略也不同。

教学实践证明，低年段学生往往过于关注图片的装饰功能，忽略

插图所要传达和补充的文本信息。因而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段、

认知水平和知识差异等因素，做好具体明确的指导，始终围绕文

本展开思维拓展，让插图真正为文本服务。

（二）相关研究表明，根据类型、特质不同，插图效应可分

为位置效应、类型效应、相关效应、篇幅效应和数量效应 []。教

学中如何更为科学地利用插图，为文本解读起到“锦上添花”的

作用，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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