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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捕捉文本的核心问题 
——让“指向表达的思考”更有方向 

◆金仁友

（和县西埠镇腰埠中心小学  安徽马鞍山  238231） 

摘要：2016 年 12 月“1+4”互惠教研共同体课题《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

阅读教学‘指向表达的思考’形成性研究”》立项。“核心素养”是近年

来的热词，（市教育局主办的《教师理论学习》2017 年第 6 期几乎全册

刊出核心素养的相关文章）而“指向表达“是教学的热点问题，也是难

点”。“课标”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

性课程。也就是说我们的课题研究的是语文教学的本质话题，是本体性

教学内容，有难处，有挑战，也极有意义。 

关键词：核心素养；课例讲解；思考 

2018 年 4 月 28 日，在苏州参加“第三届东吴大讲堂”听了
吴忠豪教授的报告——《本体性教学内容与语文素养》，其中这
样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一段时间以来，我听了不少中小学
的语文课，坐在课堂上感觉很没劲。为什么呢？第一是满堂课的
你问我答，学习乏力；第二是学生仿佛被牵着鼻子走，只回答老
师需要的问题。吴教授的话道破了当下课堂的一些现状，其实这
种现象时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一堂课看似热热闹闹，老师问个
不停，学生也说个不停，师生互动不亦乐乎，整个教学过程似乎
也指向了言语表达。其实真是这样吗？这要从两个层面来审视：
一是语文教学的重心要从“课文的思想内容”转向“语言文字的
运用”上来。也就是不能光讲“人文性”，也不能只谈“工具性”，
二者必须完美的结合。二是教学问题是否具有语文元素。具体来
说就是教学问题要落脚在对文本文字音形义的理解，对语言文字
色香味的揣摩，对文本用词造句的关注，对语言的特点及规律的
探索，对文本的篇章结构的借鉴上来。否则则是低效的课堂。 

那么，如何把课堂打造成学生发展和养成“指向表达”的思
维习惯的主阵地，让学生更顺畅、得体、准确地传递信息，表“情”
达“意”呢？我认为只要善于捕捉到文本的核心问题，就会让“指
向表达的思考”更有方向。 

接下来拙文就结合课题组近 2 年来的课堂实践，谈一谈具体
课例中执教的老师们在不同的文体中捕捉文本的核心问题上的
考量。 

文体一：童话故事——《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小马过河》 
课例一是苏教版三年级下册十四课《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此文的教学要抓住的核心问题是：我为什么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呢？ 

来自我校的汲自多老师在执教时采用了“双线”并进的方法，
去突破“为什么感到自豪才对”这个核心问题。所谓双线：一条
是事件发展的顺序线。（小马和小骆驼）河边对话——（妈妈带
小骆驼到）沙漠旅行——旅行结束。另一条是情感线，即小骆驼
内心情感变化的历程：委屈——担心——自豪。为了实现“指向
表达的思考”汲老师通过以下环节去实现： 

一、理解对话，感受委屈。1.小红马觉得小骆驼哪些地方长
得挺难看的？2.出示句子，理解“响鼻”的意思，小红马的话应
该怎样来读？指导学生读小红马说的话，读出嘲笑的语气。3.小
骆驼心里很委屈，它会怎样跟妈妈说呢？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了
委屈，骆驼妈妈可心疼了！指导学生读出骆驼妈妈疼爱的语气。 

二、朗读演绎，表现委屈。 
三、一读重点段落（3/4 自然段）了解沙漠，体验担心。 
四、二读重点段落，初感自豪。 
五、句子转换，体会自豪。（1）出示:妈妈指着脚下松散的

沙子，对小骆驼说：“多亏我们的脚掌长得又大又厚，如果我们

的脚也像小红马那样，陷进沙子里怎么拔得出来呢？” 
（2）如果把问号去掉，换个说法，你会说吗？
（3）比较一下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好呢？
（4）小骆驼现在还因为又大又厚的脚掌委屈难过吗？现在

是怎么想的？ 
出示：【多亏我们的脚掌又大又厚，如果我们的脚掌也像小

红马那样，        。】 
六、三读深入，增强自豪。驼峰：（1）出示:望着无边无际

的沙漠，小骆驼担心地问妈妈：“再走下去，我们饿了怎么办呢？”
妈妈说：“我们背上的那两个肉疙瘩叫驼峰，里面贮存着养料，
足够我们路上用的了。” 

听了骆驼妈妈的话，小骆驼你心情怎么样？你的心里会怎么
想? 

出示：【多亏我们背上长着驼峰，如果我们的背也像小红马
那样，        。】 

读到这儿，我们不禁发出感叹（齐读课题）：我应该感到自
豪才对！ 

（用相同方法品读“睫毛”部分……） 
七、创设情境（表演小红马与小骆驼再次相遇，训练表达），

筑牢自豪。 
八、回归生活（指导学生判断生活中的美与丑），正视自豪。 
九、总结课文，鼓励自豪（复述故事，强化表达）。 
难能可贵的是汲老师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终都会回归到核

心问题“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上来，让主题回荡整个课堂，也
让自信充满整个课堂…… 

课例二是当涂乌溪中心校的张小花老师执教的人教版二下
第十四课《小马过河》。真有趣，两位教师上的都是十四课，都
是童话故事，很有意思。两课的内容都是写孩子（小马、小骆驼）
在妈妈的教导与帮助下，解决了问题，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妈妈总是孩子的守护神，特别是小学阶段孩子的成长，离
不开那勤劳与智慧的双手的引领。两篇文章文理兼备，值得一读，
也很有教学价值。 

为此张老师设计的核心问题是：小马在过河时遇到了谁？他
们分别说了些什么，小马又是怎么做的呢？怎样才能促进“指向
表达的思考”呢？张老师匠心独运设计了如下的表格来梳理对
话，让学生轻松地走进童话，感受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人物 
对河水深浅的
不同看法 

看法的根据 说的真与假 
明白的道
理 

小马 为难 不知怎么办 难为情 

做任何事
光听别人
说，不去
试一试，
是不行的 

老牛 
水很浅，刚没小
腿 

个子高 真话 

松鼠 
深得很哩淹死
同伴 

个子矮 真话 

妈妈（老
马） 

不是很浅吗 
比老牛矮点，比
松鼠高很多 

试一试，就
知道 

表格的设计犹如一幅简笔画，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童话的意
蕴，学生在品读与交流中“指向表达的思考”达到了训练，思维
的逻辑性、整体性、方向性更加地明确。 

文体二：叙事或写景散文《彩色非洲》、《老人与海鸥》 
在“指向表达的思考”上，当涂亭头中心校的刘红老师人教

版五下《彩色非洲》的教学则是开宗明义、直奔主题（因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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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核心问题）。在突出重点，环环相扣，首尾呼应中，让学生
感知课文内容，感受语言魅力，领悟表达方法。听者与观者皆有
身临其境之感，仿佛步入色彩斑斓的非洲……围绕核心问题，刘
老师设计了以下环节： 

一、聚焦非洲说印象：你对非洲有哪些了解？多媒体出示相
关图片。 

二、借住字词，走“近”非洲。（1）预习课文时，这些词语，
都会读了吗？（课件出示下列词语） 

炽热  充沛  粗犷  湛蓝  殷红  含情脉脉  色彩斑斓  
扎伊尔维龙加  刚果奥旺多省  扎伊尔戈马 

三、走“进”非洲，领略色彩斑斓。1.浏览课文，划出表达
作者对非洲整体感受的两个句子。2.交流感悟，指导朗读。3.默
读课文，思考：“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表现在哪些方
面？请快速浏览课文，画出相关语句，并填空。（课件出示填空
题）： 

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那里的（   ）是彩色的， 
那里的（   ）是彩色的， 
那里的（   ）是彩色的， 
那里的（   ）是彩色的， 
那里的（   ）是彩色的 
啊，非洲，好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4.学生汇报，感悟文章结构特点。 
四、“驻足”非洲品味语言魅力。 
1.快速阅读课文，用喜欢的符号，画出你认为 能展现非洲

五彩斑斓的语句，选择 吸引你的一段文字细读。2.师生交流语
言评语言特色。预设四个语段：彩色的植物（相关语句略。下同）
——七彩动物——多彩的日常生活——缤纷的艺术……一个色
彩斑斓的非洲展现在每一个学生和听课者的面前。 

以上环节是通过阅读文本，加强对文本的进一步理解与感
受，把作者的表达内化为自己的表达过程，叫做隐性表达，是显
性表达的基础与来源。学生能否学会表达，能否很好地表达在，
一定程度上必须依赖于这种隐性表达来实现的。而恰恰学生隐性
表达的过程，正是“指向表达的思考”形成的过程。如果此时刘
老师再把学生从文本中领略到的语言特点及规律、篇章结构方法
加以适当的迁移与运用，那么这种表达将会达到更高的境界。 

课例二是四村小学的蔡丽老师执教的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老
人与海鸥》。整观蔡老师这节课：整堂课的教学设计都是围绕“老
人与海鸥之间的深情”这一核心问题，如何让学生在表达上聚力：
语言的表达，读的表达（朗读、默读、齐读……），文笔表达即
写的表达。 

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点：1.词语入手，力倡积累，促进表达：
开课伊始听写重点词语——再出示四字词语让学生想象画面。既
复习矾固了内客，又呼醒了学生参与的激情，为进一步学习作了
铺垫。 

2.问题引路，读写结合。教学第二环节，蔡老师设计了这样
的问题：朗读课文 2~12 自然段，划出表示老人与海鸥之间感情
的句子，选择一处写一写感受。 

其中不乏方法的指导：人物外貌，语言，动作等。 
3.聚焦关键词语，尽情倾诉人鸟情。（老人对海鸥如子女般

的深情，海鸥呢？…）默读 5~17 圈出能表达海鸥对老人依依不
舍的关键词语，和同学交流。一颗石激起干层浪，同学们争先恐
后各抒己见…… 

4.拓展写话，角色互换展情思 
此时此刻，假如你就是海鸥中的一员，你想对老人的遗像说

些什么呢？学生尽情地表达不光是升华了情感，更是工具性与人
文性的完美结合。 

文体三：古典白话文《临死前的严监生》 
这是一篇古典白话文，因为学生接触得少，要是课前不做好

充分的准备，学生在表达时肯定会有障碍的。戴老师围绕核心问

题“严监生面对不同人的猜测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从以下
几点去实现指向表达的思考： 

一、充分利用教材资源，让学生有话说。 
首先利用课前导读，让学生了解文章的作者、人物、背景等

相关信息、消除学生对古典名著的陌生感。其次利用文中插图导
入中心环节，让无声语言同有声语言无缝对接。 

二、课外拓展与细节描写珠联璧合。戴老师本节课要求学生
学会的写法就是细节描写——通过人物的动作、神 、语言、外
貌等的描写展示人物内心，甚至感受人物品质。因为这其中既有
写法的指导，又有表达的生成；为以后学生阅读类似的文章夯实
了基础。 

写法的渗透与指导是学生习得写话或习作表达的重要途径，
这也是一位与时俱过的教师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夸越的追
求。 

本课着重从严监生临死前的动作、神 去揣摩其内心。严监
生面对不同人的猜测内心到底怎么想的呢？ 

戴老师在这里把握了两个维度：一是表达的独特性与自主性
维度。二是价值观的导向性维护。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感受是不一
样的，充满了个体的独特性，只要是不违背人生观价值观的导向，
学生的表达就应予以肯定。 

文体四：寓言故事——《寓言两则》之“纪昌学射” 
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种道理

或教训的文学作品。 
此类课文的教学往往容易上成“人文性有余“而”工具性不

足”，教师可能在让学生如何明理上用劲，而忽视了“工具性”
的挖掘——即如何寻找表达的切入点，也就是指向表达的思考。
当涂乌溪中心学校张蕴玉执教的《寓言两则》之“纪昌学射”做
了这样的尝试：巧设训练寻表达：第一项训练是“填空概括寓言
的主要内容”。在理解课文阶段通过填空来完成对课文内的整体
把握，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既初步掌握了内容，又借助概括
训练了表达。 

第二项训练也是填空，这次是关联词语的填空，出现在理解
寓言之后，张老师问：“此时的纪昌不仅能（牢牢盯住一个目标，
不眨眼睛），而且能（把极小的东西，看成一件很大的东西）。并
且追问“如果放在文中，这一句放在那里 合适？” 

这是一个过渡句，承上启下，总结了纪昌练眼力的两个层次；
还考量了学生对文章整篇结构的权横与把握，有一定的深度，可
谓匠心独运。 

虽然本文所列举的课例有限，我们的课题研究的时间也不太
长，但却涵盖了小学的三个阶段：《小马过河》是低年级，《我应
该感到自豪才对》、《寓言两则》是中年级，《老人与海鸥》、《临
死前的严监生》、《彩色非洲》是高年级，而且是不同版本（人教
版和苏教版），“一区三县”的不同学校，甚至是不同文体……只
要教者深入研读教材、深入浅出、方法恰当，就能捕捉到文本的
核心问题，就会让“指向表达的思考”更有方向！因为教材无非
就是个例子，是语言文字运用的例子，用好这个“例子”，“核心
素养”才能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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