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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长篇课文”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很容易造成小学生理解困难。本文围绕“小学语文

长篇课文特点分析”“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有效策略”这几个

方面展开论述，希望进一步探究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有效策略，提高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质量，让更

多小学生乐于学习长篇课文，掌握长篇课文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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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包含丰富的学习内容，这其中，“长篇

课文”就是比较常见的学习内容。长篇课文可以很好地锻

炼小学生的阅读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对提高小学

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情况中，长

篇课文也因为内容多、文章长，给小学生的学习造成了一

定的困难。为了更好地解决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清晰认知长篇课文具有哪些特征。 

1  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特点分析 

1.1  文字内容多 
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字

内容多”，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中，

文字内容一般会比较多，学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进行阅

读。而且，在阅读过程中，小学生很容易读了后面，忘前

面[1]，难以连贯地理解课文内容。另一方面，在小学语文

长篇课文中，涉及到的主体会比较多，这种主体有时候是

人物，有时候是动物，太多的主体会使小学生认识混乱，

很难清晰地把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很难记住每个主体

的特征，这些都会影响小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1.2  情节比较复杂 
除了文字内容多，小学语文长篇课文还有一个突出特

点，就是“情节复杂”。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小学语文

长篇课文中，关于情节的描写，通常会有“转折点”，不

只是简单的情节如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事

情，而是会加上很多意料之外的转折点如什么人、什么时

间、什么地点、什么事情、事情之后的影响、事情的一波

三折，这些情节会很好地吸引小学生的关注[2]，但也需要

小学生具备一定的逻辑理解能力；第二，在小学语文长篇

课文中，通常会有很多修饰词，比如，一个活泼可爱又略

带羞涩的小女孩，一个漆黑又恬静的夜晚，一个热心肠却

经常被误会的阿姨……这些修饰词增添了情节的生动性，

但对小学生词汇量、阅读理解能力有一定要求。 
1.3  理解难度大 
“理解难度大”也是小学语文长篇课文中比较典型的

一个问题。长篇课文为什么理解难度大呢？其实，与长篇

课文内容多、情节复杂有很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在小学

语文长篇课文中，由于文字多，知识点密集，小学生需要

具备比较强的语文综合能力，才能更好地把握全文的中心

思想；另一方面，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中，前后文之前的

联系很紧密，如果稍微漏掉一些细节[3]，小学生就可能出

现“读不懂”的问题。因此，为了让小学生更好地理解长

篇课文，教师通常都要总结一些方式方法，科学地引导小

学生，让小学生进入高效学习的状态中。 

2  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小学生对长篇课文不感兴趣 
“兴趣”是小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动力。小学语文

长篇课文基于自身的特殊性，很难引起小学生的学习兴

趣。主要原因一方面，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学习中，有

些小学生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在阅读上，这需要小学生

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有些活泼好动的小学生，很难静下心

来好好阅读[4]，因此，有些小学生很害怕长篇课文，一看

到长篇课文就觉得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在小学语文长篇

课文的学习中，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情节比较复杂，小学

生需要细细赏析，才能体会课文中的深意。相比较那些简

短的课文，小学生会觉得长篇课文的“冲击力”比较小，

这也会削弱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2.2  小学生很难理解长篇课文的主题 
为什么大部分小学生都很难理解长篇课文的主题？

第一，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学习中，由于课文情节的丰

富性、曲折性，有些小学生很难判断“主题色彩”。如果

只有一个情节，小学生可以很快地根据情节总结出道理，

一旦情节丰富起来，对小学生的理解能力、判断能力等，

都是很大的考验。第二，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学习中，

“主题”往往蕴含在一定的故事情节中[5]，仅仅通过表面

上的文字理解，小学生很难领会实质性的主题，这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小学生对课文的理解难度。 
2.3  小学生抓不住长篇课文的重点 
在学习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过程中，有些小学生抓不

住课文的重点内容，影响了最终的学习成效。目前，小学

生抓不住长篇课文的重点内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

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学习中，有些小学生很容易读着读着

就忘了阅读目标，造成无目标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小学

生就会读过且过，抓不住长篇课文的重点。之所以出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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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问题，与教师的教学方法有关，也与小学生的学习能力

有关。另一方面，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学习中，有些小

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存在不足，很难通过自我比较、自我

判断，来分析出课文的重点内容[6]。综合这两点可以看出，

在学习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过程中，小学生的主动性、综

合学习能力很重要。 

3  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有效策略 

3.1  大问题导学+多媒体教学，激发小学生学习兴
趣 

开展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的第一步，就是要激发小

学生的学习兴趣。具体来说，一方面，在小学语文长篇课

文的教学中，小学生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在阅读上，教

师就要在开始阅读前，引导小学生，让小学生带着目的去

阅读。比如，在学习《动物王国开大会》这篇课文时，教

师可以在阅读之前采用“大问题导学”的方法，提出几个

主要问题，让小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动物王国开大会都

有哪些动物参加？在什么地点开大会？在什么时间开大

会？请用自己的语言总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样

一来，不仅可以激发小学生的阅读兴趣，还可以提高小学

生阅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教学

中，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情节也比较复杂，为了更好地激

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呈现《动

物王国开大会》的内容，将几个主要的小动物发言，如狐

狸的发言、大灰狼的发言、梅花鹿的发言等[7]，融入多媒

体课件中，用图片+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狐狸、大灰狼

的发言引申出“开会时间”，梅花鹿的发言引申出“开会

地点”，可以将主要的课文情节串起来，有助于加强小学

生的理解。 
3.2  思维导图+小组讨论，便于小学生理解主题 
如何帮助小学生更好地理解长篇课文的主题？第一，

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教学中，由于课文情节的丰富性、

曲折性，教师可以采取“思维导图”的方法，引导小学生

梳理课文脉络，判断课文主题。举例来说，在学习《小英

雄雨来》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将 6 个片段作为 6 个分支，

画出思维导图，每个分支的内容围绕“什么人、什么地点、

发生了什么事情”展开，然后将每个分支的内容联系起来。

思维导图可以让小学生很快地根据故事情节总结出道理，

便于小学生理解课文主题。第二，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

教学中，“主题”往往蕴含在一定的故事情节中，教师要

引导小学生读懂故事情节背后的蕴意。教师可以采用小组

讨论的方式，以小组代表的发言来总结主题。在这个过程

中，每个小组成员都会互相探讨、发表意见。由于集合了

众人的智慧[8]，小学生对主题的理解就会更全面、更深刻。 
3.3  微课教学+情境模拟教学，引导小学生抓住重

点 
抓住长篇课文的重点，就抓住了学习的核心。如何引

导小学生抓住长篇课文的重点？一方面，在小学语文长篇

课文的教学中，小学生很容易读着读着就忘了阅读目标。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教师可以制作“课文重点内容微

课”，让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微课的提示，在课文

中进行圈点勾画，明确阅读目标。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培

养小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还可以引导小学生抓住课文重

点、理清思路。例如，在学习《“诺曼底号”遇难记》这

篇课文时，哈尔威船长的每一次说话，都是课文的重点，

既推动了故事情节，也彰显了他的可贵品质。教师可以围

绕哈尔威船长的“说话内容”，制作重点内容微课，让小

学生通过这些语言描写，感受哈尔威船长的临危不惧、忠

于职守、高风亮节。另一方面，在小学语文长篇课文的教

学中，为了更好地引导小学生抓住重点内容，教师可以采

用“情境模拟教学”。例如，哈尔威船长是课文的核心，

哈尔威船长的精神是小学生学习的重点，但是，在赏析哈

尔威船长的说话内容时，有些小学生未必能感同身受。这

个时候，“情境模拟教学”可以激发小学生的想象力，让

小学生进入“场景还原”的状态中，分角色展现内容。这

样的教学方法，可以让小学生更好地体会故事情节中的紧

张、危险、慌乱、奉献感、责任感等，有助于小学生理解

主题，抓住重点。 

4  结语 

小学语文长篇课文体现了语文学习的丰富性和深刻

性。正是因为小学语文长篇课文具有一定的理解难度，小

学生在学习长篇课文时，更加要注意方式方法。作为新时

期的小学语文教师，不仅要善于总结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

学策略，还要重视激发小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小学生对长

篇课文有更多求知欲、探索欲，快乐地投入到长篇课文的

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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