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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学习起点，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以统编版五年下册《威尼斯的小艇》教学为例

郭振南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吉林　130000

摘　要：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人，教学要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开展的教学行为要以生为本，教学的最终

目的是为学生知识的生长和能力的发展服务。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是主动探索和自我构建的过程，学生的学习是建立已有

的知识和技能基础上的，学生要在原有的知识背景、活动经验和理解进行相关的学习活动。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学习起点，

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遵循其认知规律，关注个体差异，释其所疑，长其心智，从而满足不同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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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课标（2022 年版）》中指出：引

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通过感知、联想想象，感受文

学语言和形象的独特魅力，获得个性化的审美体验。[1] 语

文课程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要以学生为本，要关注学生的

个体差异，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起点，不同的学生也

有不同的学习需求。皮亚杰认为影响儿童发展有诸多因素，

学生在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存在差异，因

而造成学生认知发展能力有一定区别。我们面对有差异的

学生，要实施有个性化的教学，教学中促进学生核心素养

的发展，关注学生学习起点上的差异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1. 学习起点是学生认知结构重组的基础

在当下的语文基础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没能正确认

识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导致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只对学生进行应试教学，不能根据学生及教学的实际

情况进行教学指导，缺少对于核心素养的培养。[2] 教师教

学时担心学生不理解，学习课文时教师都要不厌其繁地琐

碎分析。这种无休止的分析式阅读，使学习的内容碎片化，

不但忘记了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人，更忘记了学生学习的

起点，脱离了核心素养培养的目标。在学习的过程中，教

师一定要关注学生素养发展的动态，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学习的起点，知道每一名学生的不同，以每个学生的认

知发展为基础，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采取个性化的学习

方式，为学生的差异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策略。教师在

讲授，学生在被动的接受，学生的学习没有思维的过程，

不能促进个体素养的发展。如果教师成为课堂的主角，学

生只能是配角，课堂的教学效率会一直处于低效，很不利

于学生个体潜能的激发和核心素养发展。这样下去，学生

就会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不能个性的表达独特的体

验和思考。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的信息积累，是新

旧知识、经验的相互作用而引发的认知结构的重组。学习

是学生的经验体系在一定环境中自内而外的“生长”，必

须以学生原有的知识为基础来实现知识的建构。我们知

道学生进入课堂不是一张白纸，在我们进行阅读教学之

前，要了解孩子已经知道了什么，教师的课堂学教学的

设计与实施，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计与调整，做到以

学定教，借助教学相应的策略，循着学生的疑问和困惑

展开教学活动。

2. 借助“学习报告单”，了解原有知识经验，找到学

习的起点

《威尼斯的小艇》这是一篇经典的精品课文，是马克·吐

温的一篇写景物的散文，以形神兼备、生动形象的语句展

示了异国风情和小艇的重要作用。课文首先介绍了小艇是

威尼斯的主要交通工具，接着介绍了小艇独特的样子，然

后讲了船夫的高超驾驶技术，最后详细介绍了小艇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课文训练的重点是把握文本的主

要内容，了解异国风情特点，揣摩作者是怎样写小艇的，

学生通过多种途径搜集资料，丰富对异域风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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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估计起点只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的一种内在的

思维意识，那么把握学习起点则必须借助外在的教学行动

来实现。《威尼斯的小艇》片段教学的教学为找准学生学

习的起点，了解学情，可以采用借助填写学习报告单来了

解学生的原有知识经验。课前，学生填写学习报告单，学

习报告单包括“每部分的主要内容”、“主要表达特点”、

“问题及说明”三个部分，教师通过了解学生填写学习报

告单的情况，设计本课例的教学内容。

表 1  《威尼斯的小艇》学习报告单

每部分主要内容 每部分表达主要特点 问题及说明

《威尼斯的小艇》这篇课文的第 2 自然段是运用三个

比喻写小艇的样子 :“威尼斯的小艇有二三十英尺长，又窄

又深，有点儿像独木舟；船头和船艄向上翘起，像挂在天

边的新月；行动轻快灵活，仿佛田沟里的水蛇。”语言精炼，

语句优美，表达方法很有特点。学生在填写学习报告单时，

“主要内容”一栏填写的是“小艇的样子；在“主要表达特点”

一栏大多数学生填写的“比喻”，但是作者为什么要用这

三个比喻？三个比喻在文中有什么作用？学生的理解是不

系统的，模糊的，浅层次的。教学时教师抓住学生填写“比

喻”这一表达特点，也就是教学的起点，围绕着学生的问

题来设计三个层次的教学：要让学生知道作者把小艇比作

“独木舟”、“新月” 、“水蛇”这三个事物，理解其表

面的意思；接着体会三个事物都与小艇有相似之处，作者

所用的三个比喻的准确与巧妙，突出了小艇的特点；然后

引导学生由文字中走到文字后，体会这样写的好处，感悟

作者文字当中蕴含的情感。 

2.1 环节一：利用学习报告单，梳理主要问题

师：好，学贵有疑。请同学们看大屏幕，我们结合学习

报告单，梳理一下大家在报告单第三栏中提出的阅读问题。

生：二三十英尺长有多长？

师：这是一个数学长度问题。

生：独木舟什么样？

师：我们一会儿看看独木舟的图片。

生：为什么说小艇像独木舟，又像新月、水蛇呢？

师：都谁提出了这个问题？请举手（大多数提出了这

问题），看来大多数同学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们再看一

张报告单的，来读读你的问题。

生：第 2 自然段的描写有什么好处？

……

【问题是牵引和启发学生探索认知的手段。阅读教学

的起点在哪里？教师的教学起点应从学生质疑、从普遍关

心的问题开始，找寻有效任务驱动。要关注不同层面的学

生，教学时要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教师要眼中有“人”，

心中有“数”，教学有“法”。】

2.2 环节二：找到学习的起点，学习“比喻”

师：我们看这张报告单，这一栏写的表达特点主要是

也是比喻。还有哪些同学发现第 2 自然的表达方式是比喻？

（学生举手）

师：的确是，老师看过你们的学习报告单，大部分同

学在“每部分表达主要特点”这一栏中提到的表达特点主

要是“比喻”。

这一段的表达主要特点就是比喻，作者用了几个比喻？

生：三个。

师：好，那我们具体研究一下这三个比喻，谁来读读

这三个比喻？

    师：读得正确、流利，尤其是声音很洪亮。

下面我们带着问题进行小组讨论：

出示小组学习任务单：

1. 三个比喻都写出了威尼斯的小艇的哪些特点？

2. 为什么要用独木舟、新月和水蛇来描写威尼斯的小

艇？

小组讨论交流、汇报。

……

【通过这个教学环节让学生知道：一个“独木舟”就

写出了小艇的“长”“窄”“深”特点；一弯“新月”强

调了小艇两头向上翘起的构造特点；一条“水蛇”写出了

小艇在河道里行动敏捷的特点。让学生理解了文字表面的

意思。】

2.3 环节三：深入理解，体会“比喻”的准确

师：同学们，现在你们知道了，课文的第 2 自然段为

什么要用独木舟、新月和水蛇来描写威尼斯的小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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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生：让人清楚小艇的样子。

师：还有呢？

生：这三个事物都突出了小艇的特点，独木舟突出了

“长”“窄”“深”，新月突出了船头和船艄向上翘起，

水蛇突出了它行动轻快、灵活。

师：说得多好啊，掌声送给你！作者用这三个事物来

写小艇，一个独木舟写出了小艇长、窄、深的特点，一弯

新月写出了小艇两端向上翘起的特点，感觉非常漂亮；一

条水蛇写出了小艇行动起来轻快灵活的特点，小艇就是这

样在河道里来回的穿梭。

现在你们明白学习报告单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把小

艇比喻成独木舟、新月、水蛇了吧！来，我们读读这三个

比喻，读出小艇的特点来。

【教师通过一个“问题”，让学生进一步体会作者所

用的三个比喻的准确与巧妙，由文字外走入文字中。】

2.4 环节四：水到渠成，感悟“比喻”的妙用

师：我记得还有同学提出了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谁来

说说好处是什么？

生：形象地写出了小艇的特点，

师：我们一般说比喻的比较生动、形象。谁还能说说？

除了这点还有什么？

生：独特。

师：什么很独特？

生：小艇样子很独特，与众不同。

师：就是把小艇独特的样子写出来了。

生：就是让没去过威尼斯的人，大概知道这个小艇是

什么样子，它又长又窄又深像独木舟；两端翘起像夜晚天

上弯弯的月亮；划起来速度很快像水蛇一样在水里游动。

师：说得多好！所以这三个比喻的好处不仅是让句子

生动形象，还可以给没见过小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

者通过细致的观察，用准确的语言，将小艇的样子描写出

来！可见，作者观察的多么细致，这也是我们在习作时值

得借鉴的！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第 2 自然段。

【这一过程是引导学生由文字中走到文字后，体会比

喻这一表达特点的作用，教师一步步地引导学生对文本深

入地阅读，把学生的思维由浅层引至深层，解决了教学的

难点。】

3. “生本课堂”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学堂”

奥苏贝尔说过 :“影响学习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已经知

道了什么，我们应根据学生的原有知识状况进行教学。”

这句话的意思说教师在教学前一定要了解学生已有的基础 ,

把握学生学习的起点 , 这样的课堂教学才是以学生为本。核

心素养发展更是指向人，聚焦于学生发展，将学生发展置

于教育、课程的核心地位，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可以进

一步得到落实。[3] 教师通过“学习报告单”来找到学生阅读

教学的起点和兴趣点，用学生的已知来学习未知，学生通

过填写、检查、交流、修改“学习单”对文本的内容进行

深入探究，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问

题及说明”这一栏填写内容梳理和筛选，提炼出阅读的主

要问题，即为什么用“独木舟”、“新月” 、“水蛇”这

三个事物来比喻小艇？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学生对这两个

问题的认识是肤浅的、模糊的，是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所以，教师就从“比喻”的表达方式入手，找到学生

阅读学习的起点，逐步引导学生对“比喻”这一表达特点

深入探究。教师通过“学习报告单”了解学生已经知道了

什么、希望知道什么，把学生的疑问点、兴奋点转化为教

学的起点，在课堂上体现了学生个性化思考的学习过程。

阅读教学要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不仅要了解学

生，更要关注学生、尊重学生，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

情况调整预设的教学目标和进程。如果核心素养目标与学

生阅读的起点距离太大，容易影响教学的进程，不利于教

学目标的达成；如果距离空间过小，学生缺少质疑、交流、

思考、探究的活动空间，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在其最近发展区内教学，让每个教学

行为有效、高效；同时，有了对学情的了解，教师就要采

用相关策略，关注不同层面的学生，不同难度的问题就应

该有不同的指向，这样才能让每个层面的学生都能得以发

展，进而做到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总之，只有准确把握学生语文阅读学习的起点，给学

生个体提供适合的教育，关注学生个体发展，才能引导学

生进行有效的学习活动，使课堂真正彰显生命活力，让课

堂真正成为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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