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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

阅读教学毫无疑问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语

文阅读则是学生运用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知识（简称为旧

知）去解决问题，从而掌握新知的一种复杂活动，它需

要学生充分调动与新知识相关的已有知识，因此，在阅

读教学中，学生平时的积累，日常的生活经验或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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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教授的知识等，对学生学习新的语文知识与内容大有

裨益。“先行组织者”作为一种呈现在学生学习的新材料

之前的引导性材料，可以帮助学生在旧知和新知识之间

建立起联系，从而促进有意义学习的发生，帮助学生更

牢固地掌握新知。[1] 因此，研究先行组织者策略并将其

合理运用到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将会大大提高语文课

堂教学中教与学的效率及效果。

2、先行组织者策略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应用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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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奥苏贝尔（D·P·AuSubel）于 1960 年提出的。他提

出学生在学习新知前，能够运用适当且恰当的引导性材

料对即将要学习的新的知识与内容加以引导。这种引导

性材料在概括性、抽象性与包容性上都必须高于这个学

习任务本身，学生学习引导性材料，可以在认知结构中

把已经掌握的知识和即将学习的新知识之间建立起有意

义的联系。由于这些材料通常出现在学生学习新知识之

前，所以称其为“先行组织者”。[2] 由于新知识和现有

知识之间可以有类属、总括和并联的关系，根据上述三

种关系，先行组织者也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上位组织

者，即组织者的概括能力和观念都高于新学习的内容，

新知识属于组织者。第二个是下位组织，新的学习内容

在和包容性与抽象的概括度方面比组织者高，新的学习

内容覆盖组织者，它们之间是总的关系。第三个是并列

组织者，新学习的知识与内容和组织者虽然概括性和包

容性很好，但两者之间有一些关联属性，是并列组合关

系。分析如下。

3、先行组织者策略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应用的具体

措施

3.1 充分了解学情，调动学生已有相关知识

众所周知，所有教学活动必须围绕学生，以学生为

学习的主体。而从学生实际出发，想要把先行组织者策

略运用到当今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中，必须充分了解学

生已经具备的生活经验和相关知识，以便于教师在教学

中对先行组织者的设计应用和教学方法的选定。研究发

现，在学生已具备比较扎实且牢固的知识基础时，此种

情况下再给学生呈现出先行组织者，其实并起不到显著

作用。[3] 而与之相反，当学生缺乏相关的知识又或在学

生认知结构中的已有的有关的知识没有被激活时使用先

行组织者策略，则其效果有了显著提升。

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少已有的与将要学习的内容

相关的知识时，这时教师就应当在学习学生学习这些新

的知识与内容前呈现引导性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引

导性材料需要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与概括性，只有这样的

引导性材料才能帮助学生学习新知。例如，在学习苏教

版七年级下册课文《黄河颂》时，大部分学生其实并没

有机会目睹过黄河的波澜壮阔，换句话说，他们的认知

中并没有关于黄河的相关图式，也很难想象到黄河如何

滚滚而来，奔向东西。这时就需要教师在学生深入学习

课文之前的导入环节，设计在多媒体上提供关于黄河的

一系列相关图文材料或者视频，这样一来就有助于学生

增加对黄河的了解与认知，从而为教师接下来所要讲解

的内容做好铺垫以及为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打下坚实基础。

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已有的与将要学习的内容相关

的知识没有被激活的时，教师也应当设计恰当的先行组

织者以此来激活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相关知识，使上述知

识与新知识建立起联系，以便产生有意义的学习。笔者

发现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有很多同类型的文章，在

学习时，其实很多阅读方法都是可以通用的，但是如果

学生没有很好的吸收已学过的内容，再加上时间的推移，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学生的知识储备中有与将要学习

的新内容相关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比较模糊，仍处于

未被激活的状态。这时，教师运用先行组织者策略就能

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学习部编版八年级上

册中《梦回繁华》这篇说明文时，要想使学生更深刻的

理解这篇课文，教师必须清楚学生是否已充分掌握说明

文文体知识。在学习《梦回繁华》之前，学生在七年级

时就已经学过《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等几篇说明

文。有了之前的相关学习，学生也掌握了说明文的一些

相关知识，如果学生对已有相关知识掌握不牢固，甚至

遗忘，在学习新课文时出现提取已有知识困难等问题时，

教师就应该设计一个有关说明文文体特征的先行组织者，

如“我们之前也学过同类型的文章不知道同学们还记得

吗？”又或者“之前所学的《中国石拱桥》与《苏州园

林》都是一个类型的文章，同学学完这两篇文章后有没

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这些问题的设置以

期帮助学生对已学过的知识进行回忆，激活头脑中已有

相关知识之后再去引导学生学习新课文。

3.2 深刻钻研课文，选择恰当先行组织者

以新知识和已有旧知识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可把先行

组织者分为上位组织者、下位组织者和并列组织者。[4]

而这三种组织者并不是对所有阅读教学都适用，语文教

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必须对课文进行深刻的钻研，从

而选择出适合课文内容、特点，学生学情的组织者进行

教学。

首先是上位组织者。例如在教学《念奴娇·赤壁怀

古》这首词时，在学习诗词内容之前可以引导学生根据

题目，判断这首词的题材，在学生初步判断出这首词的

题材属于“怀古诗”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忆“怀古

诗”类别、手法和主题并补充相关材料，以便帮助学生

快速找到鉴赏方法。因为在对古诗词进行教学时，除了

帮助学生体会诗中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外，更重要的还

是教会学生这一类古诗词的鉴赏方法。从《念奴娇·赤壁

怀古》的诗体特点出发探寻其表达的意境以及诗人的情

感，这种这种上位组织者的方式，可以揭示出知识结构

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帮助学生明确鉴赏的方法与方向。

其次是下位组织者。设计下位组织者是指在阅读材

料中需要掌握的知识概括性和包容性都要比先行组织者

高，所以在使用先行组织者时需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

即“逐级归纳”。[5]“逐级归纳”是指让学生从具体的概

念中循序渐进的分析出比较一般的具有概括性的概念，

再层层递进，从而达到对一般概念的理解。例如在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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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教材的“古诗词诵读”中《虞美人》就使用了丰

富的意象，因此教师在带领学生赏析词作、把握作者情

感的时候，必然绕不开对词中的意象加以分析。而“意

象”也较为抽象，学生不易理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教师在讲解“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句诗所蕴含的诗人情感时，可以先让学生分析其中作

者使用了什么意象，当学生根据问题说出“一江春水”

时，紧接着可以引导学生先分析这一意象的特点，再由

其“长、深、多”的特点过渡到作者愁情的绵长、深沉。

最后是并列组织者。并列组织者策略通常运用于以

下情况，将要学习的知识内容比较抽象不易理解或者新

知与旧知较为相似，学生容易混淆。虽然新知抽象或者

与旧知难以辨别，但是可以从学生的生活体验或生活经

验中寻找到与所要学习的知识内容相似的材料，以便学

生掌握新知。[6]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导入环节，除了出

示相关图文资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外，还可以将本课

所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例如，在学习郑振

铎的《猫》时，课前可以询问学生是否养过猫，联系学

生的生活经验，以便让学生理解作者对猫的复杂情感。

再如，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诗人虽描写明媚的春

光，但只是以春光为背景抒发自己的郁闷与惆怅。尾联

用典不仅指出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

其所化的意思，借此以表明自己的心志与悲愤。如果教

师想引导学生对本诗有更深层次的感悟与理解，可以选

用陆游的另一首诗《书愤》，让学生对比阅读，分析两首

诗的异同之处。《书愤》同样是抒发了诗人心中壮志难

酬、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报国无门、蹉跎岁月的

无奈悲愤。两首诗同样是抒发相同的情感，但《临安春

雨初霁》是恬淡静雅、惆怅深沉的，而《书愤》是大气

磅礴、慷慨悲壮的。在学习李清照的《声声慢》时也可

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可以将诗中“黄花”这一意象与词

人另一首诗《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中的“荷花”意

象联系起来，体会词人抒发的内心深处的淡淡忧愁。这

种教学设计就是运用了没有类属关系的新材料，引导学

生在并列关系中协调整合，鉴赏新内容，掌握新知识。

3.3 认真研究策略，丰富组织者呈现方式

教师在根据课文内容、学生学情等选定好合适的先

行组织者之后，还要根据课文的特点、学生的兴趣，自

身的优势等选择恰当的组织者呈现方式。奥苏泊尔提出

先行组织者的形式是语言、文字、图表和模型。由此可

见，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先行组织者的形式除语言文字

外，也可以适当应用图表、影像等方式呈现。

例如用影视图像呈现。影视图像的先行组织者能够

有力冲击学生的感觉、听觉和视觉觉，具有较强的表现

力。除了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学习兴趣外，还可

以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加深其印象。例如，在

学习戏剧《窦娥冤》时，由于此文为文言文，学生对其

描写的故事内容难以理解，可能会影响学生对此文学习

兴趣或不易理解其情感内涵，这时可以为学生提供与课

文内容相关的音频视频，为学生直观的展示主人公窦娥

含冤受屈的真实画面。如此一来，学生便能感受到窦娥

的悲惨命运，为其愤愤不平。而当学生看到窦娥平冤昭

雪后，学生又会感到大快人心。通过影视图片这种方式

来呈现先行组织者，将文中所含情感渗透到学生的内心，

有利于学生体会文章的妙趣，更加深刻的理解文章内容。

再如通过创造情景呈现。创造情景的呈现与语文阅

读教学中的情景教学法有共通之处。情景教学法是指根

据所学课文内容、学生兴趣与教学目标设计一个情景，

并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设计的情景中，以便培养学生相

应的阅读能力与语文学习素养。例如，在学习《雷雨》

时，因为本文为戏剧这一文体，所以教师可以选定一个

片段，然后让学生挑选自己喜欢的角色进行表演，学生

通过表演更能把握所饰演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形象特征，

能够更深切的体会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与跌宕起伏。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问题、故事、体验、等形式

呈现先行组织者。恰当的呈现方式会大大提高组织者的

使用效果。而选择恰当的呈现方式的前提是有丰富的呈

现方式供你选择，因此作为语文教师，要想把先行组织

者策略高效运用到阅读教学中，有必要认真研究、探索

策略的呈现方式。

4、总结

综上所述，先行组织者策略对语文阅读教学大有裨

益，但是要想使策略科学且高效地使用，语文教师必须

做好充分的研究和准备。使用先行组织者策略之前要充

分了解学生的学情，学生的兴趣，课文的特点等，并根

据这些来制定出恰当的先行组织者，在策略使用的过程

中，也要不断观察学生的接受情况以及策略使用的效果，

以便于及时进行策略调整，从而提高阅读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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