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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学高年级批注式文本精读的教学策略

——以《穷人》一课为例
张凤贤

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小马房小学　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批注式阅读是文本精读的重要方式，学生在批注文本的过程中，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养成自觉积累、自由感悟的

阅读习惯，符合语文新课程改革所倡导得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如何在教学中实施批注式的文本精读策略，本文将

以《穷人》一课进行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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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程标准》提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

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

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

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批注式的文本精读教学正是

符合新课标要求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本精读的教学方法，旨

在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独特个性的培养。

这种创造性的教学行为打破了传统语文教学“教师中心”、

“教材中心”的固有模式，让学生在文本批注的过程中学会学

习，奠定今后学习、发展的基础。

一、批注式文本精读的含义和形式

（一）批注式文本精读的含义

“批注”在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其一为“加批语和注

解”，其二为“批评和注解的文字”。本文中的“批注式文本

精读”采取第一种解释。批注式的文本精读就是在阅读文本

的过程中，在文中空白处标记或书写自己的所疑、所思、所

感，从而帮助理解和加深思考的亦批亦注的阅读方法，是学

生表达对文本独特阅读体验的自主学习方式。

（二）批注式文本精读的形式

批注文本需要符号和文字批注两种形式相结合。

符号批注在教学中应该规定统一的符号来圈点勾画文中

内容，便于教师查看学生的批注结果和学生的交流讨论。

○○：圈出文中不理解的生字词。

（）：标出文中需要掌握的字词。

①②③…… ：标在每一自然段前。

‖、│：划分文章的段落、层次，标在每一段末尾。

△△：标在句子关键词下面。

—— ：划在文中不理解的语句下面。

～～ ：划在文中优美语句下面。

===：划在文章关键句子（过渡句、总起句、中心句等）

下面。

？ ：用在有疑问的词语或句子末尾。

文字批注形式较为自由，学生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疑

所惑写在书中空白处，既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发挥了自己

的想象，也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二、批注式文本精读的教学策略

“不动笔墨不读书”教给学生基本的阅读批注的方法，帮

助学生提升文本精读的品质，使学生的阅读由浅入深，获得

自主阅读的能力。下面就以《穷人》一课为例具体阐述批注

式文本精读的教学策略

（一）预习批注，质疑问难

小学高年级阶段学生的思维已经开始向抽象逻辑思维发

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与感性经验相联系，具体形象性

思维较明显。由于学生受到这一时期思维特点的限制，对于

文本的理解大多还处于浅显层面，阅读时也就更容易产生更

多的疑问。预习阶段，学生对于文本是陌生的，他们的疑问、

想法、感受也是最直接的，此时将批注纳入到预习之中会受

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学生通过教师之前的批注教学的指导自

由批注，圈点勾画自己的疑问、感想，搜集阅读文本相关背

景、作者介绍、同类作品等资料。《穷人》是俄国著名作家列

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学生对于外国文学作品接触的不多，

我们在预习阶段可以安排类似的批注性精读作业，在课堂教

学之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学生通过这样的自主阅读方式不

仅能够很好的激发其内在的求知欲，引导他们主动地探求新

知，养成良好的批注式精读文本的习惯，还能有效地反馈预

习结果，这样我们就能及时的修整教学方案，变教师的自我

设疑为学生的主动设疑。

（二）课堂批注，目的明确

课堂教学阶段的学生已经充分地阅读了文本，形成了对

文本的独特理解。这时我们应该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寻找最近发展区。首先我们需要先确立一个批注式文本精读

的框架，让学生的批注有明确的目的，避免在“细枝末节”

上兜兜转转，脱离了阅读目标，造成教学时间的浪费。我们

要引导学生对不懂的地方进行质疑批注，对重点词句段进行

多角度多层面的批注，对精彩的地方进行推敲式批注。

①批注关键词句

“在阅读中学习遣词造句的精确妥帖，学习言语形式的艺

术是最主要的教学任务。”1 在进行文本批注时，关键词句是

重点批注对象。这些词句往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在文本中有的能帮助学生迅速捕捉文本的有效信息，有的能

准确表达中心主旨，有的能体现作者的感情。常见的关键词

有的反复出现，有的起强调作用；关键句有首尾呼应句、总

起句、过渡句、总结句等。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穷人》全

篇没有一个“穷”字，却以“穷人”为题，为什么？正因为

桑娜、渔夫是穷人才更显他们善良、勤劳的高贵品质。我们

在教学批注式文本精读时，题目也是不可忽略的关键。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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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的环境描写“屋外寒风呼啸，汹涌澎湃的海浪拍击着

海岸，溅起一阵阵浪花。海上正起着风暴，外面又黑又冷”

和桑娜的心理描写“桑娜沉思：丈夫不顾惜身体，冒着寒冷

和风暴出去打鱼，她自己也从早到晚地干活，还只能勉强填

饱肚子。”“她忐忑不安地想∶”他会说什么呢？这是闹着玩

的吗？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是他来啦？……

·不，还没来！……”等语句对体现人物心理也起着重要作用，

学生对于文本中具有特殊作用的关键词句都该细加关注。

②批注优美语句

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绝不是一味地空洞苍白的记叙，而

是丰富的描写、细致的刻画、生动的表现，是语言在不断地

组合重建中呈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美。学生在批注文本时有

时较容易找到这些语句，但是不能很好的体会，我们在教学

时要引导学生多思考、勤动笔。如《穷人》中的几处对孩子

的描写：“这间渔家的小屋里却温暖而舒适。地扫得干干净

净，炉子里的火还没有熄，食具在搁板上闪闪发亮。挂着白

色帐子的床上，五个孩子正在海风呼啸声中安静地睡着”，

“就在这死去的母亲旁边，睡着两个很小的孩子，都是卷头

发，圆脸蛋，身上盖着旧衣服，蜷缩着身子，两个浅黄头发

的小脑袋紧紧地靠在一起”，“孩子的呼吸均匀而平静，他们

睡得又香又甜”。有个学生的批注这样写到“读后我不禁感

动，桑娜一家虽然贫穷却有个温暖舒适的家，虽然贫穷却不

顾一切的照顾两个可怜的、漂亮的小生命”。“动情”是学生

精读文本时自身情感升华的关键，通过学生情感的参与，更

好的理解、体验文本，与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也是批注

式文本精读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③批注留白

文本中有许多作者有意无意留下的空白，就像国画中的

“留白”技法，“知其白，守其黑”。叶圣陶在《文艺作品的鉴

赏》中曾论述道“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

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

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教学时我

们可以引导学生去发现这些“留白”，并且对其进行批注，或

补充简练处或写清含蓄处。比如《穷人》中作者对主人公桑

娜的描写较多，丈夫渔夫的描写却很少，我们可以引导学生

发现这一点，对这一处留白做批注，写一写渔夫的外貌、动

作、出海打渔的情景等。通过学生的挖掘、揣摩、想象、品

味，文本中那些没有明确表达的意义定能获得新的建构。学

生经过这样的阅读锻炼也会对文本产生个性鲜明的理解。

④批注标点

标点符号是书面上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表示停顿、

语气，表达情感。作者通过使用不同的标点符号来传达自己

的情绪、情感，同时也让读者在朗读时读出一定的韵味和节

奏。批注标点对理解文本至关重要，是教学批注式精读文本

时不能忽略的一部分。如《穷人》中的这一段描写：她忐忑

不安地想∶“他会说什么呢？这是闹着玩的吗？自己的五个

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是他来啦？……不，还没来！……

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啊？……他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

作自受……嗯，揍我一顿也好！”“我嘛……缝缝补补……风

吼得这么凶，真叫人害怕。我可替你担心呢！”一系列省略

号的使用把桑娜的忐忑不安、紧张、害怕写的淋漓尽致。

（三）课后批注，创造生成

郭思乐教授说：“每一个学生都有学习的、语言的、思维

的和创造的能力。”

一篇文质兼美的好文章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未尽”的，

对于那些给读者留下无限悬念、想象回味的文本，我们可以

安排扩展性批注。这样既可以延伸故事情节，做适当的练笔，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也可以对文本做总结性的批注评价，提

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习作水平。《穷人》的结尾桑娜拉开

帐子给丈夫看几个熟睡的孩子，扩展性批注就可以让学生展

开想象续写桑娜一家以后的生活。语文的学习就是要学生带

着问题走进课堂，再带着新问题走出课堂，课后批注很好的

实现了学生学习的创造生成。

批注式文本精读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学生通过圈

点勾画，调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生活体验质疑问难、理解内

容、体悟情感、鉴赏表达。学生掌握了批注式文本精读的方

法之后，需要通过充足时间的文本精读实践来加以运用。通

过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自主学习，充分开展学生、教师、文

本之间的对话，实现阅读教学目标。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

有的文本都适合精读，也不是所有的文本都适合批注式精读，

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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