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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深度阅读教学策略 
——基于统编小学语文教材阅读策略单元 

◆钟燕玲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  430011） 

 
摘要：阅读策略对于促进小学生的阅读理解非常重要，统编小学语文教

材中的重大变革之一即是专门安排了几个重要的阅读策略单元。当然，

我们原来的语文教学也不是完全忽视阅读策略，而是没有把阅读策略单

独当作一个系统来进行训练。为此，本文将围绕阅读策略单元进行阅读

教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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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策略属于广义的学习策略的一部分。学习策略就是个体
为了提高学习的效率或者效果，有目的、有意识进行的有关学习
过程的复杂活动。学习策略强调习得。“习得”是自然而然获得
的。而“学得”是后天通过外显的教学干预来获得的。阅读策略
就是学得的，首先要经过专家经验的外化，即掌握阅读策略的人
（如教师）对阅读策略的概念、方法等进行讲解，再通过一定的
学习训练，最后把这种外化的专家经验进一步内化成学生头脑中
的阅读策略。 

一、阅读策略学习的重要性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就有“少儿优先，

保障重点”的基本原则，强调必须将保障和促进少年儿童阅读作
为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从小培养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
力。同样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里面也明
确表述，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使其学会运用多种阅
读方法。 

在 2001 年启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经常会谈
到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我们把这些叫作学习方式的
变革，它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而阅读方法是具体而微
的，好教学、可操作，而且是可学可用的。新课改实施的十几年
以来，在课堂实践中不难发现：宏大的东西往往流于形式，具体
的东西又陷入机械的窠臼。我们今天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强调要
抓住阅读策略，旨在形成一个能够沟通上下的方式。所以，统编
教材中特别设计了复述、预测、推论、提问、快速阅读、自我监
控等阅读策略。 

二、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新增的四大阅读策略单元 
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使学生在

阅读中学会阅读。因此，在低年级特别强调阅读兴趣、阅读习惯
的培养，让学生学会运用初步的阅读方法。统编教材从三年级开
始，增加独立的阅读策略单元，强调小学生的阅读实践，引导学
生去感受、理解、欣赏、评价，在阅读活动中获得一些基础的、
有用的阅读策略。这四个单元把阅读策略当作核心目标、外显的
目标足够引起普遍重视。下面就这四类策略做相关解读。 

（一）预测策略 
预测有时候被叫作猜想、猜测或推理。预测策略指的是读者

在阅读中根据有关信息对文本的情节发展、故事结局、人物命运、
作者观点等方面进行自主假设，并在阅读过程中寻找文本信息来
验证自己已有的假设，如此反复假设、验证，不断推进阅读。这
样，实际的阅读过程变成了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了。只有通过这
种不断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过程，才有可能在语文教学中真正
推动学生的思维发展，尤其能体现在那些难度比较大的记叙文、
说明文的理解中。 

（二）提问策略 
提问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问题可

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可以是不懂的字词，是难懂的段

落，也可以是对课文的整体提出一些质疑。提问不仅仅是提出自
己不懂的问题，也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所以提问与批判性
思考有密切的关联。有时候教师提的问题实际上只是进行示范，
通过示范，希望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批判和
质疑，学生最终建构出自己对文本意义的理解。 

（三）提高阅读速度 
阅读速度与阅读理解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阅读速度强调

读者在短时间之内或者在我们规定的时间之内，迅速地理解文章
材料中的主要的信息。强调抓大放小，不要去抠细节，在大体上
能读懂的基础之上去提高速度，所以提高速度不是以牺牲准确性
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阅读速度(字数/时间)×阅读理解率。在今
天这样一个信息网络时代、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更强调要会进
行信息的甄别和筛选。 

（四）有目的地阅读 
有目的地阅读是指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用恰当的阅读方

法，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阅读监控。这个单元是对前面所讲的相
关阅读策略的一个综合运用。阅读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自身的
目的、文本的目的和环境的目的。比如为了放松读一些小说，阅
读电器的说明书，准备考试等等。因此，基于不同的阅读目的，
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 

三、如何开展阅读策略教学 
阅读教学是在学生、教师、教材的编者和文本之间的对话。

了解阅读策略，我们要明确有哪些因素会影响阅读，其中最核心
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读者。我们要了解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爱读什么。时代发展越快，孩子的阅读兴趣、
阅读技能、先前的知识经验及背景等变化也越快。所以，不仅是
教材的编者要大体上去了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教师也需要依
据孩子的特点进行教学。第二个方面是文本。文章的文体、可读
性、清晰度、趣味性等都是影响阅读理解的重要因素。第三个方
面是环境。首先要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家庭、学校有没有书让
孩子可以读；更重要的是这些书，学生方不方便获得，即阅读环
境对儿童的友好性；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教师的教学方式，
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教才有可能让孩子真正地学会阅读。当
然，具体的阅读情境、阅读目的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
实际上也是小学语文学科落实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策略。 

从儿童的阅读发展来讲，目前国际阅读学界通常把阅读发展
分成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如何阅读，解决字词识别
和兴趣培养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通过阅读来学习，解决如何读
懂文本以获取其中信息的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通过阅读来实
践，超越文本本身，让孩子发展创造性、批判性等思维。此时，
文本仅仅是一个载体，它不再局限于语文的范畴，而是“如何传
播信息的信息”。具体而言，低年级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使
用策略，但没有形成自我反馈意识；中年级学生可以主动进行模
仿，对一些基本的常用策略，像提问、预测等；高年级学生可以
开始独立地选择和运用较为熟悉的阅读策略，自我监控意识开始
发展。小学生阅读策略发展的基本轨迹正是通过学习逐渐内化而
形成的，是一个从模仿到发现的历程，整个阅读策略教学单元的
编排也基本上是遵循这样一个历程。 

总之，讲到阅读策略的教学单元，教师要明确学生的阅读策
略获得遵循什么样的发展规律。教学要促进孩子的发展，但首先
是要适应孩子的发展，从而培养出受益于学生终身发展的阅读能
力和语文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