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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策略 
杨勤 

（和田市第三小学） 

摘要：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语文素养以及终身学习能力，推动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本文调查了解“部编本”小学语文教科书推行下这一课型的教学现状，针对其中发现的可以进一步改进之处剖析原因，进而

提出些许有针对性的参考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部编本”教科书中略读课文的编排初衷与教学价值，为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这

一课型时提供一些参考，以期增强“部编本”小学语文教科书略读课文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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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新课改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各领域逐步走向“深水区”。

2011 年修订版义务教育语文课标在三、四年级目标中要求：“学习

略读，粗知文章大意”，在初中阶段的目标中要求：“熟练运用略读

与浏览，扩大阅读范围，拓展视野”。在实施建议中，关于阅读教学

部分提及：“加强阅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略读和浏览。”

在涉及略读、浏览的评价建议中进一步提出着重关注学生对于把握

文章大意以及从文本中搜集重要信息的能力。以上这些理念在教育

部 新颁布的 2022 版课标中得到了保留，且作为 2022 版新课标拓

展型学习任务群的两大构成之一，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提示中也再次

提及了略读。显而易见，作为语文教育基础阶段的根本遵循，新课

标对略读教学的价值和学生的阅读能力的培养给与了高度重视，教

科书中的略读课文的教学也逐渐为愈来愈多的人群所重视。因此，

“部编本”小学语文教科书“顺势而为”，略读课文成为教材中的重

要课型，且部编本编排的略读课文中以长篇课文居多。作为未来社

会的新公民，国家建设的新大梁，实现中国梦的举梦人，学生的阅

读速度、“吞吐”信息、阅读拓展等阅读能力的培养毋庸置疑落在了

母语教学的语文阅读教学的肩上。而略读课文这一课型的教学则是

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基本、 重要、 有效的抓手，在教学中尤其

需要培养学生快速阅读以及整体把握能力、概括核心思想和要点的

能力、筛选重要信息的能力，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理解文本意

义的同时，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必备阅读能力与水平，为终身

发展铺砖添瓦。 

二、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的策略建议 

（一）夯实预习任务，力促“先学后教” 

1.结合阅读提示预习，边读边想 

阅读提示是“部编本”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者结合课程标准、

新教材编写理念和单元语文要素用心撰写出来的，是关于本篇略读

课文内容或学法层面的提示语，若预习时关注了阅读提示，可大体

把握学习这篇略读课文的精髓。因此教师在给学生安排预习任务时

需引导学生关注阅读提示，带着其中的主要问题预习课文。如预习

五年级下册第 7 课略读课文《猴王出世》一课，教师可以让学生带

着阅读提示中设置的问题：“①石猴是怎样出世的？②石猴是怎样成

为猴王的？”进行阅读并尝试自主思考。孩子们在预习时若能思考

并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这篇课文的主要学习目标也就基本上达成

了。 

2.预习时提出问题，学会质疑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在《语录下》曾说：“为学患无疑，

疑则有进。”学起思，思源疑，质疑是思维的导线，是学习的内驱，

还可以使教师明白对于一篇课文，学生普遍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学

生的学习起点究竟在哪里，这样在课堂教学情境中教师就更加能够

有的放矢。此外，是否善于提问质疑还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

精神的重要标尺。因此，教师在布置预习时作业时，有必要具备培

养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的意识。比如在人教版“实验本”通行时，

《慈母情深》是一篇略读课文，当时一位老师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

上课伊始，在课件上出示学生在预习时提出的 为集中的三个问题：

文中为何重复出现“我的母亲”?②母亲赚钱已如此辛苦，为什么还

坚持鼓励“我”拿钱买书?“我”想拥有这一本书，达到了“失魂落

魄”的程度，可后来为什么拿到钱却鼻子一酸想哭了？其后，整堂

课的教学就紧紧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由于这三个问题都是学生在

预习中的真实存疑，因此课堂上同学们保持了较高的专注度与学习

热情，老师的讲解也更具针对性，抓住了大家的“问点”，解决了同

学们心中的疑惑。因此对于略读课文的教学，教师有必要转变教学

方式，鼓励学生在预习时就积极提出问题。这样基于学情从学生真

正有疑惑之处着手展开教学，教学的实效性可见一斑。 

学生的学习是个性化的行为，预习也不例外，若教师每次安排

的预习要求都相同，预习都按照老师的统一预习要求按部就班地进

行，势必会使预习落入窠臼。因此安排预习任务时有必要珍视学生

的个性化，使预习过程变得丰富多彩。如安排略读课文《一幅名扬

中外的画》的预习任务时，可以让学生在《清明上河图》的作者、

年代、尺寸、画面、内容、现保存地和课外搜集资料补充等维度选

择自己所感兴趣的两到三个方面自行进行预习。 

（二）巧用辅读系统，提升教学效率 

1.利用插图，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小学生正处在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对万事万

物特别是形象化的事物充满了兴趣，而“部编本”小学语文教科书

的略读课文穿插了丰富多彩的图表，是生动的教学资源，教学中教

师可利用这些插图吸引阅读注意，激发阅读兴趣，建立起与现实生

活与想象世界的联系，引发学生的感知与联想，为提升学生的阅读

能力创造前提条件。如“部编本”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 4 课略读

课文《三月桃花水》就编有两幅非常唯美的插图，一幅是蓝天掩映

下的桃花，另一幅是点 着桃花的春水，两幅插图对孩子们来说具

有较强的吸引力，非常形象地展示了令人沉醉的三月桃花水的美景，

学生透过这两幅插图再结合课文中对春水的描写，就能很容易体会

到文章语言的优美以及作者刘湛秋对桃花水的喜爱之情， 终与作

者达到共情，感受到文中“三月桃花水，叫人多沉醉”的唯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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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单元导语，明确教学目标 

“部编本”小学语文教科书单元页的单元导语囊括了本单元的

人文及要素，为教师明确该单元的教学目标与重点内容提供了明确

的指向，尽管由于阅读单元由精、略两种类型的课文组成，课型不

同，且文体的组合也丰富多样，但它们都能体现同一个人文主题；

另一方面，编排进入“部编本”教科书的文章都是文质兼备的典范

之文，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可讲内容很多，但毕竟教学时间和师生

精力有限，因此通过单元导语的提示，教师可明确略读课文的教学

目标。例如“部编本”小学语文教科书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单元

导语是“深深浅浅的脚印，写满成长；学习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

按顺序把事情过程写清”，所以这一单元的《小英雄雨来（节选）》

这篇精读课文和两篇略读课文《我们家的男子汉》、《芦花鞋》都重

点在写人物童年时代的精神品质，《小英雄雨来（节选）》向读者展

现了小雨来的机智勇敢；《我们家的男子汉》描摹了渐渐成长的小“男

子汉”的形象；《芦花鞋》刻画了青铜勤劳、淳朴等美好的品质……

这些课文与单元主题契合，学生在阅读的同时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他

们童年的故事，体会他们的内心世界。同时，这些课文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即文章篇幅比较长，且都以不同的形式分成了几个部分，

其中，《我们家的男子汉》还曾被编排进入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

基于本单元的单元页中单元导语提供的信息，可以将《我们家的男

子汉》的教学目标确立为：1.通过抓住小标题，把握课文的主要内

容；2.抓住具体事例，感受我们家的男子汉要求独立的形象特点。 

（三）活化群文阅读链接 

群文阅读理念是文本互涉理论的一脉相承，根据文本互涉理论，

世界上的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万物互联，不同文本也在浩

如烟海的文本群中相互指涉、联系。具体到略读课文的教学，立足

教材，我们需要有意识的让单元内的略读课文与精读课文互涉；放

眼阅读，我们需要增强课内文本与课外文本相互指涉的观念，在有

限的教学时间内扩容增量，真正实现课堂的“内外勾连”。叶圣陶先

生曾于《略读指导举隅》提到，于精读得到经验并应用于其他各类

阅读材料，无需教师精细指导是略读。可见略读的价值指向了阅读

的应用与拓展，这一课型课文的教学，也应以教科书为基本点，勾

连内外，进行拓展。特级教师虞大明老师认为，略读课文用于检测

学生阅读力，这一课型课文教学在于掌握阅读方法，丰富阅读的数

量与眼界，教师有必要搜集与教材内容有关材料，与课堂教学有机

结合，努力提升学生综合阅读力。某种程度上说，广读、泛读，比

深读、品读更有实用性。学生通过一节教学内容饱满、立体的略读

课文的课堂，将获得不同的阅读体验，若只阈于单篇教学，只盯着

课文进行反复“操练”，将极大降低教学效率。因此，教师要建构立

体教学内容的意识，跳出课文内容的“域限”，打破课内与课外的壁

垒，教师应结合略读课文教学、根据主题或描写对象，整合相同内

容的其他文章，由“篇”及“篇”，让学生走进丰富的文本群，从而

丰富积累，扩大视野，“在一粒沙里看到整个世界，在一朵花里领悟

整片天堂”，提升阅读能力，提升语文素养。此外，在课堂引入新的

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会伴随新的阅读问题的产生，而通过这些新问

题的解决，老师就可以更即时地了解学生是否真正掌握和运用所学

的阅读知识与能力，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与素养。以

“部编本”小学语文教科书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为例，该单元的

精读篇目是《草船借箭》和《景阳冈》，略读篇目是《猴王出世》和

《红楼春趣》，涉及我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的经典片段。以四大名著

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经典文学名著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写作手法丰

富，艺术构思巧妙，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教师可在《猴王出世》

后推荐《五庄观偷吃人参果 》、《真假美猴王》和《车迟国三仙斗

法》……在《红楼春趣》后推荐《黛玉葬花》、《刘姥姥进大观园》

和《元妃省亲》……在群文阅读引导中形成古典名著篇目阅读图式，

建构古典小说类文体基本的阅读方法与经验，为日后学生基于这些

方法经验对整本名著的阅读做铺垫。把同一作家的多篇文章放在一

起教学，学生连续读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篇章，会对作者的写作风

格产生更深的感悟。如教学“部编本”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略读课

文《月迹》一课时，可以链接阅读作者贾平凹写的其他文章如《夏

河的早晨》、《喝酒》和《落叶》等，加深对质朴自然的作品风格的

感受。 

（四）优化长篇课文教学，促进“长文短教 

在当今资讯爆炸的信息时代，社会的生活节奏与知识的更新迭

代速度逐年加快，我们每天无时无刻不浸润于纷繁芜杂的信息浪潮

之中，需要大浪淘沙。此外，包括语文、历史、政治等科目在内的

文科类考试试题的文字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语文科试卷的“阅

读理解”篇幅增长，历史、政治、地理等科的“选择题”题干变长、

“材料分析题”中的材料更加多元复杂，这就对考生自身的阅读速

度以及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短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

息”“多读而不求甚解”“读的多和读的广比读的深更重要”等观点

已成为越来多的人的共识，而读的多、读的广的前提便是具备一定

的阅读速度，因此教师需要充分利用“部编本”小学语文教科书安

排的篇幅较长的略读课文，把培养学生提高阅读的速度进而提升阅

读量作为开展阅读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一

位小学语文老师的实践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她重点在课堂上培养学

生养成良好的默读习惯，交给学生一定的默读方法：面对通常的一

行字，目光停顿约在四次左右，不指读，不回读，不懂嘴唇。以教

学当时的“实验本”六年级上册教科书略读课文《彩色的翅膀》一

课为例，第一次眼神停留在“一场暴雨”之中的“场暴”，第二次眼

神停留在“刚刚过去”之中的“刚过”，第三次眼神停留在“碧空如

洗”之中的“空如”， 后一次眼神停留在“海面上波涛起伏”之中

的“波涛”。从实际的课堂反映来看，对于这种“目光停顿”默读法，

尽管一开始学生对其较为生疏，但经过几次实践后便稍有速度，达

到了相对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信息的阅读效果。尽管教无定法，但

面对篇幅较长的略读课文，摒弃“句句精研”，以默读为 主要的方

式，综合用浏览、猜读、扫读和跳读等快速阅读方式，训练学生养

成“走马观花”的快速阅读习惯与能力。学习能力源于学习者掌握

的知识及在实践中的运用，实践出真知、实践出能力，需要注意的

是，有了给学生的阅读“提速”的教学意识，教师有必要在课内外

不断引导学生进行“规定时间内快速阅读”的实践，使得学生在反

复的实践中真正形成快速阅读能力，培育他们扎实而深厚的语文素

养，将为信息时代下学生的终生阅读能力的持续性发展铺好坚实的

基础，提升个人的社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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