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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中小学语文现代文阅读教学中的拓展问题研究 
◆樊富慧 

（泌阳县第三十小学  463700） 

 
摘要：学习过程是学生的认识思维活动主动建构的过程，是学生通过自

身已有的知识、技能、经验与外界进行交互活动以获取、建构新知识的

过程。语文课程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

代化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

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初步获得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实践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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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并不是每一篇课文都要拓展，并不是
教师教学就必须有拓展环节，拓展与否是看能否理解、深化、促
进阅读。但是，我们发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语文课堂教学中
的拓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无度拓展，喧宾夺主。现在的课堂发现拓展的内容相当丰
富，花大量时间搜集、再花大量时间让学生汇报，甚至脱离了文
本，而学生没有时间朗读、探究甚至理解文本，没有深入学习和
思考的课堂，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谈不上课堂生命力
的体现。可能有的教师在备课的时候，收集到了很多课外资源，
这些资源他不忍心忍痛割爱，所以在课堂教学的时候就把它全搬
到了课堂里。比如一篇二年级学的《山行》这首诗，老师一会儿
是展示有关秋天的图片，一会儿介绍诗人杜牧的一些生平，一会
儿又拓展到许多有关秋天的诗歌。但是一堂课下来，孩子连《山
行》这首诗都不能背下来，更谈不上正确的抄写下来。 

2.无序拓展，得不偿失。教学的环节设计很巧妙，拓展的内
容很丰富，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些拓展的内容不仅没有考虑
文本的文体特点、课堂的教学目标、学生的接受能力等诸多因素，
而且也造成了学生对文本的阅读的走马观花和体验的浅尝辄止。
不少教师在对文本进行拓展时，心中没有学生，没有充分考虑到
他们的个体差异，没有根据他们的年龄、性格、生活阅历、固有
知识、阅读经验的特点来进行针对性的拓展，没有立足于他们情
感上喜欢、感兴趣、可接受、乐于主动参与的拓展点来进行拓展，
可以说无序的拓展，既消耗了学生宝贵的时间，又销蚀了学生阅
读的兴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教学行为。 

3.无效拓展，不顾生成。有些课堂因为拓展这一形式的需要
就忽略学生的接受理解程度，可能这些资料孤立地看是很好，但
是如果在学生这个年龄段，放到这个课堂就背离了教学目标，没
有效果。有些老师为了让孩子深入的理解课文内容所以引进了一
些常识性的资料内容。比如说一年级学习《棉花姑娘》这一课，
老师就在课堂上介绍了七星瓢虫、蚜虫等等一些知识，这些课外
资源的引进对学生语文学习、语文能力的提高到底有多少帮助，
所以我们课外资源到底要引入哪些内容，这些都是一线老师感到
比较困惑的。 

学习过程是学生的认识思维活动主动建构的过程，在学习过
程中就要拓展并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以启动学生的思维并使其
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新课程标准指
出：语文课程应植根于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拓宽语文
学习和运用的领域，但是不是每堂课都必须拓展？我们为什么拓
展？拓展什么？怎样拓展？我们该在什么地方进行拓展？正是
我们研究的内容。 

1.确立拓展的走向 
每篇文本的教学都有明确的目的，拓展资源是为达成教学目

标服务的，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属，是帮助师生清楚地
把握各个领域应达到的要求，针对性强的开展教学活动，使各个
领域的目标得以落实，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完整的教学目标有
利于全面育人，纠正了学科教学就是育智的片面认识，把育德、
育智、育能、益心有机地统一在语文教学之中，促进了学生素质
的全面发展。教师在钻研教材、分析教材以及分析学生的基础上，
制定的字词教学、朗读教学、语言实践、阅读教学和情意目标，
清楚地呈现出本堂课的教学任务，那么在选择拓展内容的时候就

要看能否完成这些任务，能否让目标更容易达成。有的时候教学
目标如果制订得不太合理，那运用拓展的内容可能就不好去把握
了。所以一定要正确定位目标，明确为什么而拓展。 

2.挖掘拓展的内容 
阅读课堂中对文本的拓展教学应该是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

以课文为中心点，进行作家、题材、文体、表现手法、结构特点、
语言风格等多层面和多维度的拓展，以突破时空限制的适当的知
识延伸，丰富学生感知的信息和思维的层次的教学方式。教学需
要拓展，但是决不能为了拓展而拓展，不能让拓展成为形式。拓
展的时机、内容、宽度和深度等等要素都要围绕文本来考虑和设
计。文本拓展，要超越文本，更要反哺文本，离开文本的拓展那
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学生只有在亲密地与文本进行了接触之
后，“潜心会文本”，在教师的引领下自主诵读、感悟、发现、体
验和创造，在真切的赏析、对话文本的基础上才有超越文本的可
能。何时拓展，拓展什么，拓展多少，都需要认真思考，合理把
握。文本中有的应拓展在文章的空白点，启发学生对课文内容作
合情合理的推想发展，既能开拓学生的视野，引导学生更深刻地
感悟文本，也有助于感情的升华，情感迭起；有的应该拓展在关
键处，易化文本内涵，帮助学生理解、感悟教材所蕴含的深刻含
义；有的应该拓展在文章的矛盾处，体现语文教学的“深度阅读”，
深化学生对文本的思维，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文本的内涵等等。
因此，在教学中，务必要坚持以文本为本的原则，切实处理好文
本与拓展的关系。 

3.提升拓展的内涵 
“大语文”理念下的课堂教学不是一个圆形的完整结构，学

完了课文并不意味着知识学习的结束。教师要有强烈的课程资源
意识，一篇课文学完后，当学生意犹未尽，悬而未决的时候，教
师要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向他们推荐相关的课外读物，使阅读向
课外、课后延伸，并及时地进行反馈、交流，让知识能延伸，让
奇怪感能深化，这样，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去开发课程资源，促进
课内外学习和运用的结合，调动学生学习运用语文的积极性，并
不断扩大语文学习的视野。 

总之，如果教师能够以此为方向，那么我们的拓展就是有效
的拓展，我们的学生就是真实的学生，我们的语文教学也就成了
真实的语文教学。相信只有在现实的课堂里，我们的拓展才能够
找到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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