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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阅读法：打开小学语文“真阅读”的另一扇窗
江苏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何 梅

【摘要】要想提高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性，实现“真阅读”，就要多用1+X阅读法：“1”是指教材中的课文，“X”

是指学生课外阅读的若干篇与课文相关的文章。 针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要求，语文教学要以教材

文本为载体开展多元对话；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也要回归文本、利用文本，以教材文本为出发点进行广泛的课外拓展阅

读。

【关键词】小学语文 1+X阅读法 课外阅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要求小

学生“要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在阅读中揣摩文

章的表达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悟文

章基本的表达方法。 ”笔者认为，要想提升课堂阅读

教学的实效性， 提高小学生课外阅读的有效性，实

现小学语文的“真阅读”，就要多用1+X阅读法：“1”
是指教材中的课文，“X”是指学生课外阅读的若干

篇与课文相关的文章。 1+X阅读法也可以称为拓展

阅读法，是把学生的课外阅读与课内阅读进行有效

衔接与延伸，以教材文本为载体展开阅读教学的多

元对话，并且回归文本利用文本，围绕教材文本进

行广泛的课外拓展阅读。这样既能拉近文本与学生

的距离，让学生学得通透；又能开阔学生的眼界，提

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语文应用能力。

笔者结合多年小学语文教学实践，总结了几条

基于教材文本进行的课外阅读的拓展形式。

一、从教材文本内容拓展

从教材文本内容拓展是指以所学的课文内容

为出发点进行拓展阅读。 例如，苏教版小学语文三

年级上册《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一篇文包诗，把《九

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的思想感情与意境通过

课文内容表述出来。本文讲述了诗人王维在重阳节

这天特别思念远方的家乡和亲人，触景生情、有感

而发，写下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千古传诵

的名诗，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在教学这一课时，笔者没有局限于这一篇课文

的教学，而是以这篇课文为基础，通过引导学生拓

展阅读，进一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俗

话说：美不美家乡景，亲不亲故乡人。 热爱家乡、重

视亲情， 已经渗透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是我们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优良传统。 每年春节，

那些远离家乡在外打拼的中国人风尘仆仆、千里奔

徙，只为了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吃一顿热乎乎的

团圆饭。 为了深化这一主题，笔者让学生推荐其他

思乡、思亲的优秀诗句。 学生举出了很多例子，如：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水调歌头》）……这些诗句的诗意大都浅显

易懂，学生透过字里行间就能感受到诗人那颗无限

思念家乡和亲人的赤诚之心。

除了上述这些古人写的诗句，现代人也写出了

很多优秀的思乡诗。 例如，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

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家乡

无限的思念和惆怅的心情， 这不仅是一首思乡诗，

更是一首思国诗。 因为历史的原因，台湾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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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到祖国的怀抱，一湾浅浅的海峡，把台湾和大

陆阻隔开来，使得海峡两岸的亲人不能团聚、祖国

不能统一。 教学进行到这里，从“思乡思亲”延伸到

“思国爱国”，已经升华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想

主题，让学生对我们中华民族“爱家乡、爱祖国”的

优秀传统有了更深的理解。

笔者布置的课外作业就是让学生通过查阅资

料、网络搜索等方法，深入理解课堂上列举的《泊船

瓜洲》《月夜忆舍弟》《静夜思》《水调歌头》《乡愁》等

思乡诗，并且熟读成诵。 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找出

更多的思乡诗进行诵读。

引导学生以课文内容为出发点进行拓展阅读，

不仅使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彻，而且

使课文蕴含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使学生的课外阅

读与课内阅读有效地衔接起来，这对提升学生的思

想情操和审美情趣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从同一作家的作品拓展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大都寄托了作者丰富

的思想情感，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不仅可以帮

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和写作背景，而且可以让学生

了解作者的作品特点和创作风格。

例如，苏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的《荷花》是

一篇意境优美的散文， 讲述了作者到公园散步，看

到荷花池中的美景产生了丰富的联想。这篇散文的

作者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他

的作品语言清新、意境优美，读来令人心旷神怡，人

称“优秀的语言艺术家”。 在《荷花》一文中，叶先生

用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想象力，为我们展示了一幅

色彩明艳、形态各异、摇曳生姿的美丽画卷，既描写

了荷花的清新美丽，又表达了作者热爱大自然的美

好情感。 在引导学生赏析这篇课文的同时，笔者又

向学生介绍了叶圣陶先生的其他优秀作品，并让他

们在课后阅读，像散文《小白船》《含羞草》《牵牛花》

及童话故事《稻草人》……这样一来，学生对叶圣陶

先生作品的语言特点和创作风格就有了更加深入

的了解和感受。

三、从文本的文体特征拓展

苏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 《让我们荡起双

桨》是一首歌曲的歌词（电影《祖国的花朵》中的插

曲），作者是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这首歌旋律流畅

优美，歌词清新活泼，一经发布就广为流传，打动了

几代少年儿童的心。 本课属于现代诗歌体裁，分为

三个小节，每小节的结构基本一致，运用了排比、拟

人、对仗、押韵等修辞手法，读来朗朗上口，极富动

感和韵律美。课文内容浅显易懂，极富生活气息，非

常贴近少年儿童的生活实际，这也是它经久不衰的

重要原因之一。

学习这篇课文时，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现代

诗歌语言精练、意境优美、想象空间广阔这一文体

特征，笔者向学生推荐了几首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

的歌词，让他们通过反复吟咏朗诵，从中感受现代

诗歌的语言美、意境美！像《我们的田野》《每当我走

过老师窗前》《种太阳》《春天在哪里》《小螺号》《童

年》……这些儿歌歌词朗朗上口、旋律优美流畅，伴

随着几代人的成长，成年人几乎人人会唱。 笔者要

求学生最好是找到这几首儿歌的录音并学唱，这样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去读、去唱，印象就会更加深刻，

对歌词的理解和感受也会更加具体形象，让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丰富语言积累、领会现代诗歌的语言特

点和文体特征。

四、从文本的写作手法拓展

从文本的写作手法拓展就是根据作品的写作

手法来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拓展阅读。 例如，苏教版

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说勤奋》是一篇议论文，本文

中心突出、前后照应，并且语言简练、结构紧凑，运

用了“总—分—总”的写作手法。作者首先在第一段

提出了中心论点“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是勤奋”。为

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接着在第二、三自然段分

别列举了古今两个事例进行论证（第二段列举了司

马光通过努力编出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第三段列

举了童第周勤奋成才的故事）。最后，作者又在第四

段对全文进行总结，号召同学们要努力勤奋，长大

后才能有所作为。

学生平常学习的课文多数是记叙文，议论文接

触很少。 为了让学生熟悉议论文的写作手法，在教

学这一课时，笔者向学生推荐了几篇议论文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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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课外阅读， 以进一步熟悉议论文的写作方法，

如《谈礼貌》《说诚信》《珍惜自己》《珍爱生命》《骆驼

和羊》……这些议论文非常适合小学生阅读，可以

让学生进一步熟悉议论文的结构形式和写作方法

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

综上所述，语文学习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

运用1+X阅读法，引导学生以课文为出发点进行拓

展阅读，也就打开了小学语文“真阅读”的另一 扇

窗， 不仅让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彻，

而且能够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提升学生的审美情

趣和写作水平。 小学阶段正是陶冶学生性情、培养

其人文素养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小学语文教师真

正重视学生的课内外阅读，让我们的语文教学更加

扎实有效，让学生课内课外都得益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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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清、新、雅、致”的小学低年级语文课堂
江苏盱眙县盱城街道中心小学 洪 涛

【摘要】低年级的学生好动好胜，乐于表现自我，似一株株奋力成长却又躁动不安的小苗。 低年级的语文教师，最

困惑的就是学生没有学会思静。 整节课要花相当一部分的时间来维持课堂秩序，还总有些学生发呆、走神，在桌子底下

玩得不亦乐乎。 朗读教学存在很多困难：拖腔、唱读严重，需要“清”言；课堂表达不够丰富，语言积累需要“新”思；识字

写字教学琐碎机械，没有美感，需要“雅”趣；课内外拓展，丰富情感，需要“致”远。

【关键词】低年级 语文课堂 “清” “新” “雅” “致”

一直喜欢低年级的学生，天真得可以融化你的

心灵。可是，低年级的语文课堂，大多简单、喧闹，没

有静思的时间，创设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清”“新”

“雅”“致”的低年级语文课堂，是笔者一直在努力的

目标，并做了如下尝试：

一、“清”：清脆美好，让低年级学生享受朗读乐

趣

苏教版和人教版的语文教材编排中，低年级的

课文都短小、浅显，朗朗上口。如苏教版小学语文一

年级上册《江南》一课，文本共7行，两句话，节奏清

晰，内容浅显易懂。低年级学生阅读模仿能力较强，

教师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地范读后，学生能很快模

仿并掌握语感———如何停顿，如何断句，以及语气、

语调的变化。于是，笔者从早读开始，为语文课来一

个小小的预热。晨读，笔者为班级培训了“小小领读

员”，边范读边用小教棒打节奏。学生在领读员的带

领下和着清晰的节奏，逐步领略文本所要表达的情

感进而体会到文本的感情基调和思想内容。如此这

般，晨读也变得美妙了！ 课堂上，每当遇到美文，笔

者便引导学生从想象出发，闭上眼睛先体会。 低年

级的学生想象力丰富，边读边想象画面，会让文字

变得有画面感，感受更“清晰”，带着低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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