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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教师对部编本教材的解读及使用策略
——以六年级上册课文《盼》为例

冀　丹

（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语文教材作为弘扬国家意志、陶冶思想情操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研究历来是语文课程改革与教学科研的重要课题。尤其对

于新实行的部编本教材，语文教师更要提升教材解读能力。针对语文教师如何进行部编本教材解读及使用策略，本文从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是多维度解读教材，二是创新性使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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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本教材的编写从 2012 年就开始了。这套教材是由教育部

来编写的。历时四年，经过反复试教、测试、审查等一系列努力

后，该套教材最终于 2016 年秋季学期在部分省市地区的初一年级

投入使用，2017 年在全国范围内相继投入使用，2019 年秋季，小

学语文教材进行了统一，都开始使用部编本教材。到了2020年时，

全国语文教材实现了统一。部编本教材此次作出较大幅度的改动，

大到编写宗旨，小到课后习题，都在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示人。作

为教材最直接的解读者和使用者，教师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面对新教材的出现，以及教材的不断改动，教师该如何正确、

合理解读及创造性使用教材，这应当成为研究的必要。

基于此，本文从多维度解读教材和创新性使用教材两个方面

为教师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一、多维度解读教材

众所周知，作为语文教师需要具备教材解读的能力。许多学

者和特级教师也一直都在强调这重要的一点。不管是具有多年丰

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还是初出茅庐才入职的新教师，教材解读

都是教学前必做的功课。与此同时，教材解读是教师通过解读作

者的文字，了解作品背后深层次的含义以及逐步靠近作者写作出

发点的过程。小学生通过学习语文教材，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语文

知识，还要获得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因此，小学语文教材要比

一般教材的解读复杂得多，更需要教师多维度的正确解读，以及

做到真正深度研读教材。

（一）理解语文教材内容的选择性

作为教师，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语文教学内容是具有选择性

的。语文教材不和教学内容完全相等。教材为教学内容提供思路、

素材和支架，起辅助作用。

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时，也要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如下图）。

第一就是教师的教学对象——学生。学生因素包括气质类型、学

习风格、个人经验等，教师因素包括教材解读能力、课堂实施、

教学风格等，环境因素包括社会对教学内容的要求、学校软硬件

设施、课堂氛围等。因此，教师应丰富自己对语文教学内容的理解，

根据学情，恰当地选择教学内容。

（二）明确教材编排意图

教师为了能更好地与学生进行阅读教学的对话，就要跟编者

先对话。作为教师，首先是读课标，把握教学重点。例如，阅读

是六年级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编者需要依据这个重点进行内容

的编写。同时，教师也要围绕这个开展有重点的教学。其次是读

课文，了解编者“双线组元”的编写方式。语文要素和人文主题“双

线组元”是部编语文教材最显著的编排特点，明确这一思想，即

明确了编者的主要意图。明确课文内容的编排意图并非只读一课，

可以从整本书或整个单元着眼。

《盼》是六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一篇阅读课文。编者的意图

是通过阅读课文，体会文章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中心思想的写作手

法。理解编者意图是相对容易的，怎样在教学实践中运用还要慢

慢研究。教师可以读一读教师用书，与教材配套的教师用书，将

教学目标和编者意图细化到实践层面，告诉教师怎样教，为什么教，

教的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多维度深入研读教材，不仅要从宏观

把握目标，更要从微观把握细节。这一步是教材解读不可或缺的

环节。

二、创新性使用教材

关于教材的使用，国内外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此，

以钟启泉教授提出的教科书使用原则为例。他在总结国外学者相

关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学识与教学实践，提出了相关原则。

具体是：结合生活充分挖掘教材的教育性；针对教材本性处理教材；

保障教材处理的系统性；从教学论角度选析教材；使学生能动地

吃透教材。

在使用教材时，一线教师可以参照以上五条。此外，创新性

使用教材也是教师要注意的。教师不能孤立地看待教材，也不能

在教材内容更换的情况下依旧使用原有教学设计来讲授新的课文。

部编本教材的出现，要求教师要创新性地使用教材，要用更广阔

的视角来看待新教材。教师要用全新的眼光，把新教材作为教学

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来对待，在有效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中创新性

使用教材。

（一）全面浏览，把握课文整体的知识体系

此次部编本教材的编写，更加注重语文的整个知识体系。与

《课标》相对照后，不难从中发现，教材内容的编写与此更加契合。

翻看每个年级的课本，能够从中发现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和任务



1772021 年第 3 卷第 07 期 经验交流

都十分清楚，这样编写有助于教师把握教学的要点，明确教学的

方向，更好落实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 “部编本”语文教材

已经在努力重建中小学的语文核心素养体系。这是“隐在”的体

系，不是“显在”的。对于这一点，作为语文教师更要牢记在心，

这也是教师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在对教材进行解读时，教师要始

终记得“隐在”的体系，并带着完成这样的教学目标去全面把握

课文的整体知识体系。

教师在准备一篇课文的教学时，不要直接阅读本篇课文。比

如《盼》这一课，教师在解读教材时，首先翻阅整本书，找到这

节课所在的单元，其次要看本单元的单元目标和语文要素。每个

单元导语都会给出教学的要点。课文《盼》是第五单元的一篇文

章，这个单元的教学目标引用了南朝梁萧统的一句诗，“以立意

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与此同时，编者对本单元提出的语文要素，

一个是学会围绕中心思想来写文章，另一个是怎么从具体的事例

或不同的例子来表达出作者所要写的中心意思。这个单元学完后，

后面还带有一个小练笔，围绕中心意思来写一写自己感受最深的

一个汉字。注意到这点，更有利于教师把握部编本教材课文的整

体知识体系，也有助于顺利开展教学工作。授课教师关注到这些

内容后，就能更全面地解读《盼》这一课了。

（二）了解作者，体会教材背后的写作心境

《盼》是铁凝早年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将这篇小说收入统编

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时，编者对此作了较大幅度的删改，删除了

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在原篇小说中，作者也写道了小女孩蕾蕾

为穿新雨衣而盼望下雨，但目的却是为了向同学炫耀。但是，到

了下雨的那天，终于穿上了新雨衣的她，在路上偶然碰见学校传

达室张伯伯送孙女赶火车，看到两人都没打伞。另外，得知张伯

伯是因为半路上把伞塞给了拿着一摞作业本的老师，她就果断把

自己的新雨衣借给了他们。小说原来写到的助人内容，在收入统

编教材时，都被删除了。小说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更加凸

显迫不及待想要穿上新雨衣的小孩子的心理活动，以及与平时不

同的举动。这样来写，更加显现出儿童活泼的天性，也更容易引

起读者们的共鸣，尤其是在学习这一篇课文的小学生们。由此可

以看出，虽然删改后的课文没有了原作的道德教育意义，但是自

身的价值，仍不容忽视。这些是教师要了解的。一位优秀的教师，

应该做到“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

在开始学习课文前，教师有必要向学生介绍作者，包括他们

的生平、事迹、著作。有些课文是一定要交代作者当时的写作背

景及心境的。《盼》这一课的作者是铁凝，教师可以先用课件出

示铁凝的图像，问同学们是否有人知道这位作家。如果有学生了

解的话，教师就可以请他们来讲一讲。在教学中，有时同学间的

讲解更能激发学生们的学习欲望和探索兴趣。教师要善于灵活运

用学生资源。在学生讲解后，教师要对作者的介绍进行有针对性

的补充，以此帮助和引导学生关注教材写作背后的心境。

（三）教学过程，设计教材呈现的教学方式

《盼》这篇课文紧扣主题“盼”。通过描述作者不断的心情

变化，由此来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即对童年快乐生活的回忆。

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妈妈给“我”买了一件雨衣，从此以后，“我”

每天盼着下雨。终于盼到了下雨天，“我”迫不及待地穿上雨衣，

去雨中撒欢。表达了想要穿上雨衣的“我”对雨的期盼。

1.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在初读课文前，教师要深入分析学情，根据学生的已有经验

进行教学，让学生更好理解课文内容。作为教师，在解读分析教

材时，要站在儿童的视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更有针对性地进

行教学。学情就是学生的“知”与“不知”。了解学情可以帮助

我们深入研读教材，指导教学实践。学生的学情，决定了教材解

读的深度和广度。比如，学生在生活中都有过下雨天想出去玩的

心情，问问他们的心情和文中“我”的心情是否一样，看作者是

怎样来写出“我”对雨的“盼”的。

思考完这个问题后，再让学生快速阅读课文，对课文有整体

感知，试用三两句话概括主要内容，以此了解“盼”。同时教师

要给予阅读指导。随后快速阅读文章，找出关键字“盼”，文章

写了哪几件事。学生概括内容，教师归纳并做好相应的板书。

2. 研读课文，加深感悟

教师和学生一起深入研读课文。按照“我”为什么“盼”、

怎样表现“盼”的教学思路来进行。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课文教学中，

要让学生通过抓关键词、读关键句中来体会“盼”。同时，教师

要讲解文中运用的多种描写手法。在这篇课文中，作者运用了心

理描写、动作描写以及写作中常用到的人物的语言。在教师讲解

完后，教师可以请学生来朗读，可以是单个学生朗读，也可以是

男女生分角色朗读。经过教师的讲解，学生会对文章有更深入的

理解。学课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运用。主要是学会写作的方法和

阅读这类文章的方法。

3. 实战演练，秀出风采

最后，就是实战演练，让学生自己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围绕着中心意思来写一写。这正好和单元后面的习作要求相呼应，

也体现了语文知识教学的整体性。写前，要思考需要用到哪些素

材和事例来表达中心思想，列好写作提纲，做到心中有数，再动

笔书写。

总之，在使用部编本教材教学时，语文教师既要做好基础知

识的教学，又要在此基础上创新出一些新的内容，做到创造性使

用教科书。在教的过程中，教师也要边教边思考。教师对新教材

的解读，目的是让学生成为更完整的人，让教材内容更好服务于

学生，促进学生的学习与身心发展。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 . 现代学科教育学论析 [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

版社，1993.

[2]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及实施建议[J].

课程·教材·教法，2016（11）.

[3] 张延敏 . 例谈小学语文教材解读——以部编教材《中国美

食》为例 [J]. 教育革新，2020（05）：36.

[4] 杨宁 . 例谈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教材解读 [J]. 西部素质

教育，2019，5（24）：250-252.

[5]王世伟.论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原则：基于教学关系的思考[J].

课程·教材·教法，2008（05）：1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