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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阅读，让学生语文学科素养滋生
——以任务群视域下科普童话类文本为例

陈　洁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路小学，江苏 常州 213155）

摘要：童话小说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这一类文章都很有特点，如果只进行单篇的教学，往往会上成充满科学味

的语文课，学生只能通过文本掌握一些科学知识。但如果能将这一类文本结合起来进行类文阅读教学，就能最大程度地挖掘文本价值，

让学生掌握文体特点，让知识、表达、能力共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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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编写组在编写教材时，为了更好地贴合《语文课程

标准》，选择了各类题材、各个时期、各种难度的不同文体的文章，

因此在苏教版语文课本中出现了许多像《燕子》《黄河的主人》《桂

花雨》这样的经典单篇文章，值得教师引导学生去细细地阅读、

品析与学习。

除了这些，课本中也常常存在着一系列看似并非那么优秀，

但其实内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一些文章，像这样的文本，我们就

称其为类文。如《水上飞机》和《小稻秧历险记》同是科普童话

类文章，《开天辟地》和《普罗米修斯盗火》同是神话故事类文章……

这样的文章，与经典的单篇相比，也许并不适合深入阅读，但

将其组合起来进行阅读与教学，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如教材中学生

比较感兴趣的科普童话类文章，在只进行单篇教学的情况下，往往

会上成充满科学味的语文课，学生只能通过文本掌握一些科学知识。

如果能将这一类文本结合起来进行类文阅读教学，就能找到

学生能力的生长点，最大程度地挖掘文本价值，让知识、表达、

能力共放光彩。

一、科普童话类文本概述

所谓科普童话，就是将丰富的科学知识寓于童话故事中。

从题材上来看，它们是童话故事，想象丰富夸张、语言通俗

生动、情节离奇曲折；从内容上来看，它们主要是一些非普及性

的科学知识；从表达手法上来看，它们主要运用了拟人、夸张的

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点明中心。

将这三者结合，我们不难发现，科普童话类文章对学生有着

很强的吸引力，正如列宁所说：“儿童的天性是爱听美妙的童话的。”

但现在的科普童话类文本教学中常常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过于

突出文本科普的作用，把语文课上成了作文课；过于追求写法的

学习，语文课变得索然无味……

其实归根结底，这样的语文课堂并没有找到这类文本最具有

价值的地方，将其孤立开来教学，因此往往就会出现问题。那科

普童话类文本到底应该怎么教呢？我想，应该将这一类的文本结

合起来，面向文本、面向学生、面向学法，留下学习的生长点。

二、科普童话类文本学习生长点

（一）面向文本，留下知识生长点

科普童话类文本，与其他文本相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文本

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而知识的掌握，是语文学习永恒的主

题。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奥苏伯尔 1963 年提出了著名的认知结构同

化论，他认为学生在进行新的有意义的学习时，必须有适于新知

识学习的原有的认知结构，学生学习就是一个同化和发展自身认

知结构的过程。他根据新知识与原有认知结构的概念和包容水平

不同，把学习分为了“上位学习”“下位学习”与“并列学习”。

其实，科普知识类文本在这一维度上，基本属于并列学习，

即要学习的新观念与原有的观念在纵向没有上位与下位的关系，

只是在横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并能根据这样的联系，产生新的

知识。

因此，教师在教学这一类文章时，往往可以将两到三篇知识

的类似的文本结合起来教学，已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如苏教版三年级的《水上飞机》与《航天飞机》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两篇课文都是关于飞机的，都介绍了两种飞机不同的特点。

如果将两篇课文分开教学，学生也能学到这两种飞机各自不

同的特点。但如果将其结合在一起进行对比教学，学生在学到这

些知识的基础上，还能更直观地了解到这两种飞机的不同，从而

对文本内容掌握得更加扎实。此时，教师再适时补充一些其他类

型的飞机，那这样的课程就是一道丰富多彩的“大餐”了。

（二）面向学生，留下情感生长点

情感对于学生的认知活动有着很好的推动与强化作用，因此

教师在进行科普童话教学时，一定要注重对学生情感的培养，通

过积极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科普童话类文本，由于题材的限制，主要是关于某一类新生

事物的发展现状。诚然，我们在学习这类文本时，可以根据文本

内容做出针对性的情感引导。

如教学《云雀的心愿》时，教师可以通过讲解水资源的重要

性以及水土流失的危害，使学生产生“保护水资源，人人有责”

的强烈共鸣。

但教学《小稻秧脱险记》《水上飞机》等这些科普性比较强

的文章时，教师对于学生情感目标的达成，往往就会陷入“无病

呻吟”的境地，只能一溜烟地写上“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的情感、

培养学生勇于发明创造的精神”这样无关痛痒的教学目标。

而这样的教学目标，岂能是一篇短短的甚至不满 300 字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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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就能达到的？我认为，在教学这类文本时，一定要注重学生自

身的情感体验，使学生真正地融入到课堂中去。而单篇的文章过

于单薄，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的情感，因此需要将这一类的文本结

合在一起进行教学。

同样是教学《水上飞机》与《航天飞机》，如果教师能将这

两篇文章进行整合，进行整体教学，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

体性，想必学生的情感必将迸发得更加强烈。

我设计了以下教学环节：

师：同学们坐过飞机吗？说说你坐飞机时的感受。

生：我觉得很神奇，那么大的飞机飞得那么高。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架不同的飞机，看，它们来啦。

（出示水上飞机与航天飞机的图片）

师：同学们想坐哪一架啊？

生：水上飞机、航天飞机。

师：你们想坐哪一架要靠自己的努力，像我们的科学家一样

去探索。现在请大家拿出资料单上关于飞机的学习卡片，告诉老师，

你对这两种飞机有了哪些更多的了解。

……

在课堂的导入部分，通过回忆分享坐飞机的经历，让学生迅

速进入课堂情境。把学生放在课堂的最中央，让学生选择自己喜

欢的飞机进行研究，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像科学家一样去探索”，短短的一句话，激发了学生探究

的兴趣，在学生的心灵深处播下了科学的种子。在其后的教学环

节中，始终围绕学生自身的体验与感受。

课堂的最后，适时补充我国“歼—20”隐形战斗机的图片与

资料卡，让学生知道目前我国科研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队列，

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学生对学习科学知

识，加入科研队伍一定会有更深的体会。

（三）面向学法，留下能力生长点

特级教师步根海说：“语文教学要从以往重内容的感知转化

为重语言的感知，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了解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及这种内在联系背后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而特级教师孙双金在谈到他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时也

特别强调：“语文核心素养可提炼为语言能力和人文修养。语文

关键能力就是语言能力，一个人能说会道，出口成章，下笔成文，

语言生动，感染力强，我们就可以说此人具有很强的语文素养。”

由此可见，语言能力对学生语文学科关键能力的发展是多么

重要。教师在进行语文课堂教学时，一定要抓住对学生语言能力

的训练与培养。

在以往的科普童话类文本教学中，这样的语文能力训练是针

对一篇文章的，是割裂开来的，是孤立的。没有把握住问题的特点，

这样的训练浮于表面，不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

如有的老师在教学《小稻秧脱险记》一课时，分析“小稻秧”

遇险片段，抓住“气势汹汹”和“团团围住”这两个词语让学生

体会杂草正在恶狠狠地抢夺小稻秧的营养，并通过想一想、做一

做的形式让学生加深体会。

诚然，这样的教学可以使课堂更加具有趣味性，也可以让学

生积累更多的语言。所有的文章其实都可以这样教学，如果科普

童话类文本也这样教，那么文本的特点如何体现，文本的价值又

在哪里呢？

因此，在教学科普童话类文章时，一定要抓住文章体裁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留下能力的生长点。

科普童话类文本的语言能力训练点在哪里呢？科普童话类文

本有着像其他童话类文本一样的特点，运用大量拟人化的手法，

语言亲切自然，这是一个训练点。

但更重要的训练点在于作者谋篇布局的巧妙用心，这一类的

文章往往都是遵循着有条理地简单介绍与大量留白的写作方法，

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该抓住这一点，进行针对性训练。

当然，由于能力有限，只进行单篇的文章的教学，学生是无

法理解的，这就需要教师把这一类文本结合起来进行教学。

还是以《水上飞机》与《航天飞机》的结合教学进行举例。

在课堂之初，学生初读文章之后，就可以安排学生找一找文章的

哪些语句写出了飞机的哪些特点。

中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初步自主学习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

自读很快发现：两篇文章都是按照外形、本领、种类的顺序来介

绍飞机的。

教师再适时追问：“我们用资料卡的形式也可以将这两种飞

机介绍清楚，为什么要用两篇科普童话呢？”这一问题打开了学

生们的话匣子，他们纷纷表示这样写更加生动有趣；这样写更加

容易让人看明白；这样写更加吸引人……教师没有直接寻问“科

普童话”有什么特点与优点，但学生自己很自然地就说了出来，

这就是类文本统一教学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老师给出“歼—20飞机的资料卡”，询问学生；“如

果让你向别人介绍这一飞机，你会选择什么形式？”学生纷纷回答：

“科普童话”。接着教师就可以安排一个仿写的作业：用科普童

话的形式介绍一下歼—20 飞机。学生有了之前的积累，大多都能

写上几句。这样的仿写训练才是深入文本的，符合文章特点的，

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公式化的训练。

三、结语

教材上的每一篇课文都是一个无穷的宝库，教师在纵向深入

挖掘的同时也不妨横向思考，将相同类型的文本结合在一起进行

教学，让“知识、能力、情感”共放光彩，让学生的成长在这里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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