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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单篇的小学语文整合性教学研究 
◆皮扬杰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实验小学） 

 
摘要：在素质教育大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相较于以前更加注重整体性

教学，在教材的选编上，更加注重课文之间的内在联系。现行使用的语

文教材也是以相同性质的课文进行整合、入编在同一主题下这一形式来

方便教师进行整合性教学。对超越单篇的小学语文整合性教学研究已经

成为目前小学语文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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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单篇的小学语文整合性教学是指教师立足于语文学科
特点，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实现不同课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促
进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在素质教育已成为教育大
背景的时代，对于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教学模式下
只针对一篇课文进行重点学习而忽视课文之间内在联系，已经不
再适应新时代下语文学科对于学生素质培养的要求。因此，我们
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不思考通过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途径帮助学
生在学习新课文时能够联系已有知识，找出课文内在的联系，从
而构建自身的语文知识体系网络，增强在实践中运用语文知识的
能力。 

一．现阶段小学语文整合性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目标过于分散 
目前语文整合性教学中往往存在着教学目标过于分散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教学目标过多，难以对教学目标
进行精化；二是教学目标过于分散，难以在完成教学目标时进行
有效教育；三是目标定位不准确，难以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教导；
四是缺乏对于学生思维培养的关注，难以在教学过程中有效锻炼
学生的思维。这些问题的出现让学生很难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
使得教学效率变得低下。 

1.2 教师整合性教学理念的缺失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也是学习的主体，对语文进行整合性教

学就是加强课文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在
整合性教学实践中，许多老师受到以往单篇教学模式的影响存在
着对整合性教学的认知不足，在整合性教学策略的选择上过于保
守等问题。在整合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时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
使得整合效率低下，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 

二．加强小学语文整合性教学的几点研究 
2.1 加强阅读整合，帮助学生进行深入阅读 
对于小学生而言，阅读是学习语文知识的有效途径之一。通

过阅读可以帮助学生完善自身知识体系的同时加深知识深度。而
适合小学生进行阅读活动的便是教材中的课文。我们教师在指

导学生进行阅读时帮助学生进行课文整合，在同单元或者跨单元
的课文整体把握基础上进行课文整合，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
经历有机结合，强调知识的迁移与应用，帮助学生进行深度阅读。
其次，教师在整合教材资源对学生阅读教学指导时，应该对文章
主题进行整合，将主题类似的文章放在一起，在同一主题下针对
不同的文章向学生提出若干个小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阅
读，将不同文章之间进行对比联系，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深入阅
读。例如，在指导五年级学生诗歌阅读时，我将四年级、五年级
中的全部诗歌按照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进行分类，让学生进行分类
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我提出了：“这些诗歌共同点、不同点是什
么？”的问题。在学生阅读过后，我让学生走上讲台根据自已阅
读诗歌的感受，发表自已的意见。通过这样的整合性教学，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获得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也有着很大的
提高。 

2.2 精简聚焦教学定位 
在整合性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针对教学目标制定行之有效

的教学方案。教学目标的制定宜精而不宜多，在制定整合教学大
目标的前提下，制定有利于完成这个大目标的小目标，分层次系
统的通过完成小目标而实现大目标。整合性语文教学必然对学生
思维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应针对学生的思

维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例如在对学生进行记叙文教学时，
我制定了让学生熟练掌握记叙文写作的基本要素以及各种修辞
写手法的应用这一教学目标，再从五年级的教材中挑选出了五篇
记叙文，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阅读学习，比较这些文章
中的写作手法以及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后每个小组走上讲台
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在分享结束之后，我让每一位同学都写一
篇记叙文，题目自选，然后进行评比，写得 好的同学及其小组
将会获得一定的奖励。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又对教学目标进行了精简，更易于完成整合性教学任务。 

2.3 注重整体分析，强化学生认知 
教师教学要注重对教学内容共性的整理，以帮助学生获得整

体性的感知，发挥阅读资源对塑造学生的 大效果。对此，我们
在教学中要结合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进行对比和整体分析，以
促进强化学生的认识。例如，在引导学生对人物描写进行分析时，
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人物描写技巧，可引导学生通过
群文阅读的方式，对不同的文章内容进行整合分析，将《刷子李》、
《怀念母亲》、《顶碗少年》等阅读资源进行整合，从顶碗少年在
数次灵活的动作表演以展示自己顶碗技术的高超，到刷子李刷完
房子后身上却没有任何白点的本领超群，再到通过细节描写的方
式怀念母亲的点点滴滴，都给了学生以更加多元、多样的人物描
写示范。结合以上教学内容，在开展教学活动时，根据以上人物
描写的分析，教师便可以引导学生模仿、学习相应的人物描写技
巧和方法，将自己生活中常见的人、事、物描写出来，力求以更
加细致、更加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以上教学方式的应用，既让
学生通过教师引导下的整体分析获得了对教学内容的直观理解，
更让学生及时落笔写作，将自己习得的内容及时应用到自己的写
作中，及时将自己学习的内容内化， 终转化为自己的学习成果，
实现“读写结合”、“以读促写”的教学效果。 

三.总结 
关于小学语文整合性教学，我们应该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

经验，在改变自身教育理念的同时，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种种
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尊
重学生的学习主体，针对年龄心理特点制定相应的整合措施，使
得语文整合性教学变得实用、高效。 

参考文献： 
[1]董诞黎等.课程整合一-课堂教学新变局[M].杭州:浙江

大学出版社，2012: 18. 
[2]窦桂梅.小学语文主题教学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15 (5) : 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