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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语文要素，提升阅读能力
——以部编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课文为例

蔡思思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江苏 苏州 215300）

摘要：重视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是每一位小学语文教师需要精心探究的重要课题。为响应培育小学生核心素养的号召，应积

极落实阅读教学工作。对即将升入更高阶段教育的小学高年级学生来说，初中语文教材理解难度相比小学直线上升，对于阅读能力弱的

学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部编教材突出了新的教学理念，提出了新的教学要求，语文教师要紧跟教材改革的步伐，与时俱进，做

到科学地使用教材。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是语文教学的“根”。语文老师落实好“语文要素”，教给学生知识和方法，才能让

语文教学的“根”扎得更深。

关键词：阅读教学；核心素养；语文要素

自部编教材的三年级上册起，课本上就针对不同的主题单元

总结出不同的语文要素，即使在一二年级阶段没有明确地写出每

个单元的语文要素，却在文章下的课后题中涵盖了语文要点。

语文要包含了学生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学习能力以及教师

的教学目标、教学难点等内容。与旧有的语文教材相比较，有些

教学目标清晰、可操作性强的优势。

随着新课改的大力推行，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也得到全面推

广，教师在制定语文教学内容时应着重突出语文要素，从而提高

学生的语文学习质量。

以部编版第五单元课文为例，本单元的人文主题“舐犊情深”，

讲述的是父爱与母爱。 本单元所涉及的文章有以下三篇：《慈母

情深》《“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以及《父爱之舟》。 而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求学生在进行阅读训练时，应侧重探究文章中场景

与细节描写背后的写作情感。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学生在写作训练

中应使用恰当、流畅的句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态度。

本单元所涉及的几篇文章都运用了大量的语句来描写故事场

景、人物的动作神态以及其他生活细节，学生在阅读赏析时，也

就容易对场景与细节的描写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让学生更好地

把握课文的中心思想、了解写作情感。“从读懂场景和细节描写

与人物的关系——从场景和细节描写中去推测人物内心的想法和

情感态度”。

语文老师如何将这些要素落实到教学中呢？这需要我们在教

学中用正确的教学方法落实，并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一、构建学生的认知，提升语文能力

（一）结合课后习题，体会场景描写。

部编版语文课本中的语文要素着重于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

并让学生在构建语文体系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语文学习能力。比

如本单元中第六单元的课文《慈母情深》，本课的语文要素的落

实可以指向课后习题的学习。

教师可以将课后第一题融合到课文的讲解中，先给学生留出

足够的默读时间，让他们进行细致地阅读，并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构想课文中所描述的场景，并标记印象深刻的语句与段落。

然后，给划分好的语文学习小组布置小组人物，让每位组员

都参与到组内交流和分享中，讲述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场景和人物。

教师为了方便在小组讨论后的点评和讲解，可以指定特定的交流

范围，比如学生应围绕“在工厂寻找母亲”和“母亲给钱买书”

这两个场景进行组内讨论。  

在工厂寻找母亲的场景设定包含两个学习要点，一个是通过

阅读分析感受到母亲工作环境的恶劣，另一个是把握主人公在找

到母亲时的情感变化。教师可以通过讲解厂房的狭窄、声音嘈杂

以及闷热，让学生感受小工厂的环境。

比如，在讲解工厂狭小时，教师可以将“不足二百平米”与

学校会议室进行比较，让抽象化的数字变得形象化，让学生发挥

想象力，构建一个存放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坐着七八十个女工人，

并堆积着大量货物的小工厂，感受厂房内压抑的氛围。

另外，由于大部分的学生不熟悉缝纫机在工作时发出的声音，

教师可以通过播放相关的视频与音频让学生真实的感受到缝纫机

工作的嘈杂声，从而想象课本中描述的“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

的噪声震耳欲聋”的场景。

通过以上的讲解，让学生通过想象置身于实际场景中，第一

次进去这样的厂房内的心情是怎样的？教师制定阅读范围，通过

阅读后，让学生分享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二）删减调改，对比阅读。

 教师应先在引导学生重点关注第 16-19 自然段，让他们想象

主人公从发现母亲到最终确认是自己母亲这一过程中的情感变化。

然后，组织学生进行小组交流，让学生选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一

起品读、交流。

在交流中让学生体会到：一是“我”在狭小嘈杂、周遭阴暗

而唯有灯泡刺眼的环境中寻找母亲，因此要不断地辨认。课文详

细地描述“我”的所见所感，让读者更能感受到工作环境的恶劣。

二是“我”的心情也在随着自己发现母亲而变化，从一开始看见

时的不敢相信，到辨认后的震惊、心疼母亲，让读者感受到母亲

的艰辛和“我”内心的复杂感受。

教学这部分时，注意不要只把第 19 自然段单独呈现出来，让

学生脱离上下文说感受或朗读——一定要联系上下文。并且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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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把这一段单独拿出来体会，并结合上下文体会，这样有利于学

生在对比之中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其实学生在理解这篇课文场景描写的作用时，需要不断想象，

引导学生小组合作，在交流与探讨中发散思维，并构建自己的认知，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能以课后习题为抓手，发散思维，积极想象，

落实语文要素。

二、丰富学生的语言，加强语言训练

对于提升学生阅读，进行阅读教学，并不是写作精良的文章

都可以给学生阅读，高年级学生心智还不够成熟，语文素养还不

够高，不足以读一些深奥的文章。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浩如烟海

的文章之中，选出最适合学生的作品，以学生为主体，转换思想，

用学生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知识输送。

语文教师可以为学生选择有趣的寓言故事、感人至深的人物

故事、或者是浅显的科学知识性文章，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讲解。

教师应当教授小学生阅读的方式方法，鼓励学生提出关于文章的

问题，然后进行专业的解答。

教师还可以根据文章的内容让学生来分角色阅读。比如在教

授部编版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西门豹治邺》时，本篇课文对话

内容较多，找两位同学分别读老大爷、西门豹，在学生读的时候，

要求学生注意老大爷和西门豹的情绪和情感，将自己代入角色中

阅读，读出感情。

对于这样长篇对话的课文，一边读，一边让学生画出故事的

起因、经过、高潮和结尾，并画出生字、生词等。教师也可以主

动搜集对话较多的文章，在课间等闲暇时间让学生分角色阅读，

学生在欢乐风趣的的氛围中沉浸于丰富多彩的文章内容之中。让

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知识，增强阅读能力，在易接受的方式中，

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三、实施有效阅读策略，加强理解能力

（一）赏析解读，迁移运用。

学校方面的支持，对于语文阅读教学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

小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不能一带而过，小学生心智不成熟，很容

易被外界诱惑而分心，比如手机游戏、电脑、无良书籍漫画等。

学校要重视阅读教学，可以设立阅读课，打印适合学生阅读

的文学晚报；可以开展校园阅读活动，提倡全民阅读；开放图书馆，

收录优秀的学生适读书籍供学生阅读等等。

教师也可以在课余时间让学生轮流讲故事，分享近期读的文

章、故事，并分享自己的心得。有经典语录、绝句佳段等分享可

以让学生记下来，并准备专门的笔记记录。这样可以明确阅读的

作用和影响，又可以督促学生进行阅读，养成阅读的习惯，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文学水平，并且有利于提升学生思想

的高度以及哲学观念的形成。增长自己的见闻，开阔自己的眼界。

学生在学校和教师的精心营造的这样浓厚的阅读氛围中提升自己

的核心素养。

（二）重视积累，读写结合。

汉语言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积累。积累是写作的基础，积

累是阅读的目的。小学学生的写作水平尚不成熟，这就需要学生

进行阅读总结、阅读积累，在借鉴中提升自身的写作能力，在阅

读中总结写作技巧。这就需要语文教师进行必要的助推。

比如在学习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桂花

雨》中，教师可以在教授课程时让学生注重作者用了哪些修辞方

法和写作手法来描写桂花，并让学生划下描写桂花的段落。先让

学生阅读一遍原文，然后设计问题：“同学们，作者这篇文章是

写的什么时候的事？”也就是作者的小时候的事，作者通过回忆

童年和桂花有关的故事来叙写，这就得出作者的写作手法—倒叙。

语文教师可以设计课件，讲解倒叙手法的内容以及运用方式

等；作者描写桂花的修辞手法也是令人称道的，语文教师可以先

让学生画出作者描写桂花的段落、句子，反复阅读，点明作者的

写作的修辞手法 \ 夸张和比喻。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模仿

作者的写作手法、修辞手法来现场造句、仿写文章。这就是一个

积累的过程，在阅读中总结了阅读经验，并提高了学生的写作水平，

起到双重作用。

同理，教师在教授写景诗等的时候，可以提醒学生积累诗句，

背诵诗句，将这些诗句“内化于心”，这样在写作相关文章时便

可以引用所积累过的诗句，使文章具有丰富的内涵、提升文章的

文学性、扩充了文章的内容。引经据典，可以提升学生的文章水平。

这便是“外化于形”。

（三）严以律己，方可育人。

语文教师在批阅学生的文章时总认为学生的文字水平幼稚，

实际上是因为文学积累不够。在“新课改”和培育核心素养的大

背景下，学生的写作水平也是检验学生文学素养的一大标准。要

培育新时代有思想、有能力、有文化的人才，就要培育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思维方式等。

新媒体时代，更需要具有这些能力的人才，这就需要每位学

生具备对应的能力和技能。写作水平的提升，归根结底还是阅读

问题。小学语文教师作为小学学生初步接触语文的“领路人”，

在阅读教学时，自身也应具备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出类

拔萃的汉语言文学水平、有无懈可击的课程课件设计、有独树一

帜的教学风格、有有问必答的文学知识储备、有换位思考的工作

原则等，这些都为教书育人的光荣使命奠定基础，对于培育学生

的核心素养、培养高素质人才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核心素养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语文教师应当树立责任意

识，努力在细节上完善教学策略，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以学

生为主体，根据学生的心理需求、知识需求方面思考教学方案，

避免枯燥、死板的念课本、讲题纲。教师应当在寓教于乐的教学

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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