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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阅读教学的探究性学习 
——以《那片绿绿的爬山虎》教学为案例 

◆蔡晓娜

（古镇镇曹二小学） 

《语文课程标准》课程性质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
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
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
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阅读教学作为
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教科书编者、教师、学生和文本
与作者之间对话的过程。在阅读教学中，学生通过“提出问题—
—小组讨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性学习过程，对文本
进行解读和分析，从而对课文内容进行收集和处理，形成自我的
收获和感悟。 

在当前的语文阅读教学中，如何展开探索性学习模式呢？卢
小娟老师执教的《那片绿绿的爬山虎》第一课时阅读教学或许会
给笔者带来思考和启发。 

一、卢小娟《那片绿绿的爬山虎》教学设计 
2017 年 11 月 8 日，中山市实验小学卢小娟老师以四年级上

册第 26 课《那片绿绿的爬山虎》第一课时作为课例，给语文青
年新教师呈现了一堂精彩绝伦、绘声绘色的阅读教学课例。卢老
师紧紧围绕着“激趣导入，自我质疑——初读文本，整体感知—
—再读文本，提领主线——精读文本，叩问细节——回顾全文，
拓展延伸”的教学步骤，引领学生了解文本，领悟感情，拓阔视
野。 

（一）激趣导入，自我质疑
卢老师首先出示一墙绿绿鲜艳的爬山虎的图片，勾起学生对

叶圣陶先生《爬山虎的脚》这篇课文的回忆。文段“那些叶子绿
得那么鲜艳，看着非常舒服……一阵风拂过，一墙的叶子就漾起
波纹，好看得很。”在孩子们的朗朗书声中结束。卢老师的过渡
语简练自然。“就是这美丽的爬山虎，给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那个人便是——。”“肖复兴”孩子们脱口而出。正因为卢老
师平时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做好课前预习，孩子们在课堂上胸有成
竹，与卢老师的配合井然有序。 

在检查本课生字词之后，卢老师在屏幕上呈现了学生在预习
单上提出的预习质疑，满屏的问题，卢老师进行归类还注明了分
别是哪些学生提出的，真是一群懂质疑，爱思考的孩子们！接着，
卢老师引导学生从这些问题中提炼出最有探讨价值的两个问题，
分别是“课文为什么以'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为题？”和“课文写
了“我”和叶圣陶爷爷之间的哪几件事？” 

（二）初读文本，整体感知
在学生发现问题，自我质疑之后，卢老师引导学生自由朗读

课文，把握课文整体脉络和主要内容。整篇文章围绕着“课文写
了“我”和叶圣陶爷爷之间的哪几件事？”进行叙事，卢老师也
正是围绕着课文“修改作文”和“做客交谈”这条主线展开教学，
学生在她的引导下思考问题，收获知识。 

（三）再读文本，提领主线
在谈到叶圣陶爷爷给“我”修改作文“我”的感受时，学生

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例如有的学生找到的答案是“这一篇作文写
的全是具体事实，从具体事实中透露出对王老师的敬爱……”此
时，卢老师便带领孩子们一起分析句子，让孩子们理解这些句子
是叶圣陶先生对“我”作文的评语而不是“我”的感受。卢老师
重点分析了句子“翻到我的那篇作文，我一下子愣住了：映入眼
帘的是红色的修改符号和改动后增添的小字，密密麻麻，几页纸
上到处是红色的圈、钩或直线、曲线”。接着，出示资料袋的内
容，展示了叶圣陶先生修改“我”作文的原稿，让孩子体会“密
密麻麻”的感觉。从这些内容的讲解，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叶
老先生的批改让“我”感受到他的认真和温暖，如春风拂面”。 

（四）精读文本，叩问细节
在原稿中，卢老师还根据叶老先生的一些修改作文符号，穿

插讲解了“长句变短句，把不通顺的句子改通顺了和改正错别字

或不当的符号”等修改作文的方法，一举多得。在详细讲解“我”
的感受时，卢老师还出示叶圣陶先生的资料“教育部副部长，时
年 68 岁……”，如此重要的职务，那么繁忙的事务，还帮“我”
修改作文，让学生更深切感受叶老先生的认真和平和。 

（五）回顾全文，拓展延伸
“当作者沉浸在和叶老先生融洽的交谈中时，他的眼前看到

了那一墙绿绿的‘爬山虎’”，卢老师接着出示“刚进里院，一墙
绿葱葱的爬山虎扑入眼帘。夏日的燥热仿佛一下子减去了许多，
阳光都变成绿色的，像温柔的小精灵一样在上面跳跃着，闪烁着
迷离的光点。落日的余晖染红窗棂，院里那一墙的爬山虎，绿得
沉郁，如同一片浓浓的湖水，映在客厅的玻璃窗上，不停地摇曳
着，显得虎虎有生气。” 

“请你来读一读，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就是（出示课题）
——”学生读课题。环环相扣，内容紧密相连，最后回归课题“那
片绿绿的爬山虎”，也为下节课解决“课文为什么以'那片绿绿的
爬山虎'为题？为什么作者会对这片绿绿的爬山虎留下如此深刻
的印象呢？在作者眼里，在作者心中，那片绿绿的爬山虎是不是
蕴含着特别的含义呢？”做好铺垫。 

卢老师的课赢得了台下青年教师经久不息的掌声，学生和观
众都意犹未尽。毋庸置疑，卢老师的这节课是非常成功的。那么，
与平时的常规课相比，卢老师这节课的成功体现在哪呢？成功的
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成功的教与学的原因分析 
整个课堂，卢老师以读促品，以品促悟，步步为营，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虽然卢老师没有浪费每一分钟课堂时间，但是课
堂却不拖沓，解决课文重点问题，让学生有所收获。卢老师紧紧
围绕着“初读文本，整体感知—再读文本，提领主线—精读文本，
叩问细节—回顾全文，拓展延伸”的教学步骤，引领学生了解文
本，领悟感情，拓阔视野。 

（一）学生是课堂的主体
阅读教学策略的核心是：在课堂上要避免用大量的时间讨论

教师对文本的感悟，要开展目标清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阅读实践
活动。也就是围绕文本中符合学情的语文知识或方法，按照先领
会知识或方法，再开展指导、运用知识或方法的阅读实践训练，
最后指向学生阅读习惯养成的步骤，设计阅读教学方案，富有成
效地实施阅读教学[2]。卢老师在这节课的讲授中，正是遵循了“阅
读教学策略的核心”，她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大胆
质疑并参与课堂的讨论，通过思考问题和小组合作讨论解疑，充
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课前质疑，自主探究
高效的阅读教学应该从指导学生有效进行课前预习开始。学

生在课前对课文进行有效预习，能从中提炼出关键有价值的问
题，并能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系，延伸到实际生活当中，才能以
“有尽”的“言”中领悟到“无穷”之“意”。在《那片绿绿的
爬山虎》教学中，卢老师通过导学案的形式，引导学生进行有效
的课前预习。卢老师引导学生从问题中提炼出最有探讨价值的两
个问题，并在教学中紧紧扣住这两个问题展开教学，正确引导孩
子们思考问题，通过小组讨论合作的形式，分析和解决问题。 

（三）捕捉教学点，叩问细节
在阅读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点燃渴望知识火药的

导火索，是提高阅读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核心部分。在教学中，卢
老师捕捉了一个教学要点——叶圣陶先生当时的职务。卢老师出
示叶圣陶先生的资料“教育部副部长，时年 68 岁……”，如此重
要的职务，那么繁忙的事务，还帮“我”修改作文，让学生更深
切感受叶老先生的认真和平和，从而加深学生对课文中心思想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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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教学的探究性学习策略研究 
一节高效的阅读教学课堂，想要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探究性学

习并有所收获，还可从下面方面入手： 
（一）提出问题，自我质疑 

在阅读教学中，想要学生学会质疑，首要条件必须能从中发
现问题。发现问题是自我质疑的前提和基础。一般的教法都要在
课堂上讨论解决一系列课文中的问题，但问题（特别是重点讨论
的问题）的提出大多不是由学生完成，而是为教师所包办。教师
提出的问题未必符合学生的实际，很可能是学生不需要提出的问
题，而要提出的问题却未提出。更为不利的是，学生在课堂上提
出问题的机会被“剥夺”了，课后又很难得到补偿。这样，他们
的学习积极性首先受到抑制。久而久之，便养成“简单地接受或
被动地工作”的习惯[3]。 

因此，值得我们教育者思考的是：在阅读教学中，如果教师
能在课前就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课文，从课文中发现问题，提出自
己的疑惑，并用自己的思路表述问题，那么努力探索，发现问题
便会成为整个阅读学习的良好开端，也能让学生在阅读教学的其
他环节中保持学习热情，提高学习积极性，从而形成学习的良性
循环。 

（二）分析问题，自我解答 
在“提出问题，自我质疑”的基础上，进行下一个关键步骤

——小组讨论。通过小组内成员共同讨论，分析问题，不同的见
解，集思广益，将会碰出思维的火花。课堂是师生共同研究问题，
探索新知的活动场所，因而课堂教学要充分发挥其集体性的作
用。 

从这点作用上看，分析问题和自我解答这一环节能进一步培
养学生集体探究意识和团结合作攻关精神，有助于形成互帮互助
和求真求实的良好学习氛围。在整个教学环节中，教师要当好“参
谋”，适当引导，同时也要当好“裁判”，对讨论的结果要给予恰
当有效的评价和提供学生参考的问题结论。在自我质疑和自我解

答的环节中，让学生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深层的探究并从
中收获成功的喜悦。 

（三）总结问题，自我测试 
一堂阅读教学课程结束，教师想要知道课堂生成效果如何，

需要及时进行检查。如果这节阅读教学中存在问题和漏洞，需要
教师及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并调整今后的教学任务。总结问
题和自我测试最合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它是对前面“自我质疑
和自我解答”两个环节学习的一个检测和评估。在“自我测试”
这一环节中，它彻底打破了教师包办的传统考试，采取学生自我
测试的方式，题目由学生自己拟定，答案由学生自己形成，分数
也由学生自己批改得出。 

“自我测试”是培养学生自我检测和评估的能力，这是一个
提高自我能力的重要方法。它还可以消除学生对每场考试的抵触
性和畏惧感，自己出题自己完成自己批改，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
自信心。 

一节高效的阅读教学课堂，并不是一蹴而就，按部就班的。
想要在阅读教学中形成探究性学习的模式，教师必须制定一个长
远的规划，并在教学中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浅入深，从易到
难，并对学生进行有效耐心的指导和持之以恒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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