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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 “三位一体”为导向定位引子范本教学目标，以 “１＋Ｘ”为支架建构引子范本教学内

容，以 “语文要素”为关联提升引子范本教学价值，具体论述如何建构课内外融通的阅读教学模式，有效

对接课内外阅读，启迪学生迁移实践，在海量阅读中力促学生的言语思维 活 动 向 纵 深 推 进、语 文 素 养 发

展。引子范本教学能为统编教材理念的落实与研究提供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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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语文教材 （以下简称 “统 编 教 材”）在

编排体例 上 最 突 出 的 创 新 点 就 在 于 建 构 “三 位 一

体”教学体系，即 “教读＋自读＋课外阅读”。该

教学体系传导的理念是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仅靠教

材是远远不够的，务必让课外阅读进入课内，成为

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增加阅读量，扩大阅读面”［１］。

建构主 义 认 为，知 识 不 是 通 过 教 师 传 授 得 到

的，而是学习者通过意义建 构 的 方 式 获 得 的。［２］基

于统编教材的引子范本教学，探究语文教学向课外

阅读延伸的过程，即 是 “以 文 引 文” “以 一 推 类”

“以篇带本”阅读教 学 模 式 建 构 的 过 程。采 取 “支

架式教学”，从 “引 子 课 文”切 入，建 构 “１＋Ｘ”

课内外融通的阅读教学模式，能为学生搭建阅读支

架，不断创造新的 “最近发展区”，支持学生 不 断

地建构知识，不断获取新的阅读方法、策略。在学

习过程中利用学习迁移［３］，有助于学生获得海量课

内阅读的快乐体验，获取课内外联通阅读的一般规

律，扩大阅读半径，让语文实践在海量阅读中不断

向纵深推进。本文拟从课内外融通阅读的视角，探

讨统编教材视域下，引子范本教学的目标定位、内

容建构和价值追求，以期为统编教材理念落地提供

实践参考。

一、以 “三位一体”为导向，定位引子范本教

学目标

何为 “引 子”？ 王 荣 生 教 授 首 次 将 课 文 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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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他提出： “把课文当 ‘引子’教，由节选

引向长篇作品，由选篇引向整本书阅读，引导学生

更好 地 阅 读 长 篇 作 品 或 整 本 书。”［４］这 一 “引 子”

论，给阅读教学开拓了新方向，为语文教学向课外

延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引子范本教学先要用

好 “例子”，让教材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知识、形 成

语文能力、养成语文习惯的 “范本”。当学生 “熟

习”了范本，再把教材作为 “出发点”，引导 学 生

运用 “例子”中获取的方法、策略，由此及彼广泛

“略读书籍”，参读 “相关文章”。

统编教材 “三位一体”教学体系，即 “教读＋

自读＋课外阅读”。“教读”需要教师充分发挥精读

课文的 “例 子”功 能，教 给 学 生 阅 读 的 方 法、策

略，再举一反 三，激 发 学 生 读 书 的 兴 味。 “自 读”

侧重方法迁移与自主实践。 “课外阅读”是 “延伸

阅读”，包含两个领域的内容：一是教材计划 推 荐

的课外阅读栏目、阅读链接与相关读本，二是教师

自主推荐的阅读内容。不论是教材推荐，还是教师

推荐，都要与教材的课文 “相关”，这样 “课 外 阅

读”就可以具体化为 “１＋Ｘ”阅 读。 “三 位 一 体”

可以表达为 “教读”＋ “自读”＋ “１＋Ｘ”阅读。

可见，统编教材 “三 位 一 体”融 合 了 “延 伸 阅 读”

理念，拓宽了引子范本教学的研究视野，既丰富了

“引子”的内涵，也开阔了 “引子”的外延。至此，

王荣生教授的 “引子论”寻到了落地的土壤。

二、以 “１＋Ｘ”阅 读 为 支 架，建 构 引 子 范 本

教学内容

引子范本教学以什么为阅读内容？又以什么阅

读方式为学生搭建 “脚 手 架”，让 学 生 能 自 主 走 向

广阔的课外阅读天地？实践表明，“１＋Ｘ”阅读教

学模式是学生实现海量阅读的重要支架，也是实现

课外阅读课程化的有效途径。夏丏尊先生在与叶圣

陶合著的 《阅读与写作》中谈及阅读什么，概括而

言，分别是 “由选文引向同期文学史阅读” “由选

文引向同质文学阅读”“由选文引向文体技法阅读”

“由选文引向作者传记阅读”。［５］这是原始版的 “１＋

Ｘ”阅读教学模 式，虽 然 对 小 学 生 而 言 难 度 甚 大，

但为引子范本教学的阅读内容开发与阅读教学模式

提供了参考样本。

（一）解构 “１＋Ｘ”，赋 予 “引 子 范 本”教 学

内涵

“１＋Ｘ”具体指什么？“１”指向课内，是教材

中具有引子功能的课文，即 “引子课文”。“ｘ”指

向课外，是与 “引子课文”相关联的作品，即 “类

文”（单篇）或 “超文本读物”（整本书）。［６］二者之

间，连接课内外阅 读 任 务 的 是 “１” （引 子 课 文）。

“１”并不是可以随便选择的任意课文，而是能够诱

发学生走向课外阅 读 的 “出 发 点”，是 能 够 触 发 学

生阅读相关 “类文” “超 文 本 读 物”的 兴 趣 开 关，

是能够培 养 学 生 良 好 阅 读 品 质 的 “范 本”。因 此，

在引子范本阅读模式建构中， “１”的选取很重要。

当 “１”确定了，“ｘ”的选择也要谨慎用心，精挑

细选。尤其是 “ｘ”务必 在 内 容 或 形 式 上 面 与 “１”

保持关联。［７］这样才 能 彼 此 共 融，打 通 壁 垒，使 课

内外阅读的 “沟堑”变 “通途”。

（二）双轨设计，建构 “引子范本”教学模式

从统编教材赋予 “１＋Ｘ”的内涵与外延出发，

“引子范本”教学模 式 建 构，可 以 凭 借 课 内 资 源 与

课外资源两条渠道，进行双轨制开发设计。

１．原生性阅读内容建构模式

原生性阅读内容建构模式，即依据统编教材计

划，建构阅读内容，进而设计教学。原生性阅读内

容包含统编教材中安排的 “阅读链接” （如 《陶罐

和铁罐》课后链接了 《北风和太阳》）、课外阅读栏

目 （如 “和大人一起读” “我爱 阅 读” “快 乐 读 书

吧”等），还有与统编 教 材 相 配 套 的 相 关 读 本 （如

《语文素养读本》）。这些有关链接、栏目和读 本 推

荐的阅读篇章书目，自 然 纳 入 “ｘ”的 阅 读 内 容 范

畴。以原生性取向，可以设计 “１＋配套栏目”模

式和 “１＋配套读本”模式。

一是 “１＋配套栏目”模式，即把 引 子 课 文 与

单元配 套 栏 目 放 在 一 起，一 体 化 解 读，整 体 性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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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预期目标是以引子课文为主题阅读的出 发 点，

触发学生对配套栏目推荐读物的阅读热情，培养学

生的读书兴趣，扩大课内阅读半径。统编教材三年

级下册第二单元是寓言主题单元，安排了四篇寓言

故事，分别是中国古典寓言故事 《守株待兔》、中

国现代 寓 言 故 事 《陶 罐 和 铁 罐》、伊 索 寓 言 故 事

《鹿角和鹿腿》和克雷 洛 夫 的 诗 歌 寓 言 《池 子 与 河

流》。该 单 元 倡 导 大 量 阅 读 的 特 点 十 分 鲜 明，在

《守株 待 兔》和 《陶 罐 和 铁 罐》课 文 后 面 安 排 了

“阅读链接”，把课外阅读纳入课内教学。笔者从单

元中选取 能 够 引 发 同 类 作 品 阅 读 的 课 文 《守 株 待

兔》作为 “引子课文”，整 体 设 计 “１＋配 套 栏 目”

阅读教学。第一步，运用多种读法感受文言文的节

律与韵味，引导学生把人物的形象和蕴含的道理结

合到一起，领悟古典寓言文化魅力，获取阅读寓言

故事的一般方法。第二步，以同是寓言和成语故事

为链接点，将阅读引向课后 “阅读链接” 《南辕北

辙》。第三步，以 “小故事，大道理”为 “引”，阅

读 《中国古代寓言故 事》，验 证 这 本 书 中 每 个 小 故

事是否都藏着一个大道理。层层铺垫，激活学生阅

读寓言故事的兴趣，彰显 “快乐读书吧”的快乐意

旨，成数倍扩大学生的课内阅读半径。

二是 “１＋配套读本”模式，即以 教 材 中 的 一

篇引子课文为核心，从配套的语文辅助读本中选取

若干篇作为互读文本，整体建构互通的 “关联点”，

展开比较阅读勾连学习。预期目标是从教材原始文

本的学习中获取阅读经验，继而进入配套读本迁移

阅读，深度学习，丰富言语 感 知，增 强 形 式 认 识，

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统编教材四年级上册 《现代诗

二首》，是徐志摩的 短 诗 《秋 晚 的 江 上》和 《花 牛

哥》，以此为引子课文，在温儒敏主编的 《语 文 素

养读本 （小 学 卷）》四 年 级 上 册 《莱 茵 石 的 手 镯》

中选择相关选文，组建 “１＋配套读本”阅读模式。

这两首诗童趣十足，画面感极强，以 “边读边想象

画面，感受自然之美”为阅读抓手，为引子课文与

读本相关篇目之间建构互通的阅读桥梁。迁移阅读

《莱茵石的手镯》中 “四 时 佳 兴 与 人 同”单 元，从

林良的 《自鹭鸶》《荷花池》、林武宪的 《北风的玩

笑》和刘正盛的 《有形状的节日》的阅读中，认训

现代短诗的节奏感强和独特语言表达形式。这样的

扩展阅读设计，与统编教材的编排及教学计划紧密

呼应，为培养学生对现代诗的阅读兴趣打好基石。

２．创生性阅读内容建构模式

所谓创生性阅读内容建构模式，即教师要成为

引子范本教学 内 容 开 发 者，在 原 生 性 阅 读 内 容 之

外，自主开发阅读主题，建构阅读内容。根据引子

课文或阅读主题 实 际 需 要，探 索 与 “１”相 关 联 的

那一类文 本 （类 文）或 那 一 本 书 （超 文 本 读 物），

由教师自 主 建 构 “１＋Ｘ”阅 读 内 容 体 系。依 据 选

文与 “类文”“超文本读物”彼此之间的关联与对

接性质，创生 出 “１＋纵 向 拓 展”与 “１＋横 向 关

联”两大领域阅读建构模式。

一是 “１＋纵向拓展”模式。这种 模 式 主 要 为

“节选”文 本 而 设 计。当 引 子 课 文 “１”是 节 选 文

时，“Ｘ”就 是 长 篇 作 品 或 者 原 著。由 节 选 走 向 长

篇作品，是纵向连接。长篇作品中可资阅读的内容

十分丰富，有人物形象探究、有表达手法领悟、有

故事情节创造，等等。教师要帮助学生选取一个支

点，由此及彼，渐次拓展，使阅读逐步向原著纵深

处漫溯。统编 本 教 材 五 年 级 下 册 的 《草 船 借 箭》，

节选于长篇巨著 《三 国 演 义》。如 何 由 “节 选”引

向 “长篇作品”？需要 设 计 一 个 撬 动 长 篇 作 品 阅 读

兴趣的支点，需要递给学生一个懂得读长篇作品阅

读的抓手。基于这两点思考，笔者从引子课文中提

取焦点 内 容 “神 机 妙 算 诸 葛 亮” “妒 贤 嫉 能 是 周

瑜”，引爆阅读兴趣，再建构阅读主题 “三国 谋 士

我评说”切入长篇阅读。为了降低长篇巨著阅读的

难度，笔者引导学生交叉互读相关人物和相关主题

的 《孔明三气周瑜》《孔明智退司马懿》。两个著名

故事的参读，丰 富 了 学 生 对 文 本 主 人 公 的 客 观 评

价，进一 步 激 发 了 学 生 的 阅 读 兴 趣。以 人 物 为 主

线，纵深挖掘，拓展延伸，引导学生举一反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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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自主 选 取 “三 国 主 公 篇” “三 国 降 将

篇”等不同主题，多角度切入阅读。除此之外，还

可以把节选文放入原著中，逆推前文阅读，预测后

文发展，诱发学生阅读热情；也可以侧重节选文的

表达方法为突破口，引入长篇作品展开主题 阅 读，

不断熟悉作者的写作风格。层层推进，激发学生持

续阅读的热情，触发学生深度探究原著的欲望。引

子范本教学 “１＋纵 向 拓 展”模 式 优 势 之 一，就 是

让学生从节选文的精读中获取方法、策略，激活读

书兴趣，然后应用这些方法、策略，举一反三阅读

“长篇巨著”，有效培养学生读书兴趣。

二是 “１＋横向关联”模式，所涵 盖 的 阅 读 资

源主要包括与 “１”的 “人文主题”或 “语文要素”

相关联的文本或整本书，如类似主题文章、同文体

特点文章、同时代背景文章、同作家作品或其他作

家同质作品等。这种模式的阅读设计很考验教师的

阅读量 与 阅 读 面，因 为 与 “１”横 向 关 联 的 “Ｘ”

是散落课 外 的 “珍 珠”，教 师 务 必 结 合 课 标 要 求、

学段特点和学生认知水平，物色具有普适性的文章

或整本书，建构阅读内容单元。以人文要素主题或

语文要素主题为 “线”，以 “线”串 “珠”，引领学

生实践 “以文引 文” “以 一 推 类”或 “以 篇 带 本”

的阅读。在这里介绍三种典型做法。

第一，由 “选篇”引向 “整本书”阅读。当引

子课文 “１”是 “选篇”时， “Ｘ”是 含 有 “１”的

文学作品选 集。［８］ “选 篇”与 “节 选”不 同，选 篇

没有明显的可扩展阅读的信息提示。教师需要从教

材隐含的蛛丝马迹中破解密码，如作者信息、课后

练习、“阅读链接”等。凭借这些 “胎记”沿流溯

源，弄清这个 “选篇”的 “身份”，也许是源 自 一

个作家的童话集，也许选自一本诗歌选集，也可能

是选自 民 间 故 事、历 史 故 事、名 人 故 事 或 寓 言 故

事，从而整体设计由 “选篇”引向 “整本书”阅读

教学。以三 年 级 上 册 《那 一 定 会 很 好》为 例 实 施

“１＋Ｘ”阅读教学，这一选篇选自作家流火的同名

童话故事集。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把它当作引子教

学，是实践本 单 元 双 线 目 标 “感 受 童 话 丰 富 的 想

象”和 “尝试 编 童 话、写 童 话”的 好 “范 本”。第

一步，学生运用童话阅读方法自读，整体把握童话

故事情节。第二步，比较本文与 《去年的树》的异

同，让学 生 感 受 童 话 丰 富 的 想 象，发 现 童 话 的 特

点，初步了解童话编写的一般规律。第三步，链接

童话集 《那 一 定 会 很 好》中 的 相 关 选 篇 《木 马 快

递》。第四步，从 《木马快递》选取 情 节，激 发 学

生想象力和创造潜能，落实本单元目标，体验创编

童话的乐趣。第五步，运用方法 “读童话———比异

同———编童 话”，延 伸 阅 读 整 本 书 《那 一 定 会 很

好》。由 “选篇”引向 “整本书”阅读模式的实践，

使选篇的阅读变得有序而有效，让学生更好地亲近

整本书，阅读整本书，实现了课外阅读资源课程化

的目标。

第二，由 “单 篇”引 向 “类 似 主 题”文 章 阅

读。即以引子课文为突破口，结合单元双线组元特

点，紧扣课后 “语文要素”提示，建 构 阅 读 主 题。

然后在课外探索与教材中单篇选择相关联的文章，

依据学段目标与学生阅读基础，选取适切这个学段

儿童阅 读 的 文 章，建 构 阅 读 任 务 单，展 开 专 题 阅

读，扩大阅读面。以统编教材二年级下册 《我是一

只小虫子》为例。以语文要素 “想象”为主题，从

课外物色想象新奇而充满童真童趣的类文，如 《一

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台湾的蝴蝶谷》《蚯蚓的日

记》《瓢虫的日记》等，组建阅读任务。执行主题

阅读时 聚 焦 引 子 课 文 四、六 两 段，通 过 “品 悟 语

言、感悟乐趣、放飞想象、类 文 对 接”，展 开 两 次

对接互读，拓展阅读。第一次课内拓展阅读，在落

实课后语文要素 “交流感兴趣的部分”时，聚焦品

读 “真不错”局部范 本 （课 文 片 段），通 过 品 析 想

象激发 学 生 的 阅 读 兴 趣；紧 接 着 对 接 类 文，推 出

《一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台湾的蝴蝶谷》中的动

作描写片段。第二次课内拓展阅读，在感受 “有意

思”环节，以 承 载 想 象 元 素 的 言 语 形 式 “我 觉 得

最有意思，因为……”为抓手，链接阅读同样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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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性的 《蚯蚓的日记》 《瓢虫的日记》和 《蜗牛

的日记》的三个片段。这两次有效对接，强烈刺激

学生阅读感官，引发学生阅读期待，从而轻松实现

学生的阅读走向更广阔的课外天地。

第三，由 “名篇”引向 “名家”的相关资源阅

读。当 “１”是作家的单篇作品时，“Ｘ”还可以是

相关作家的传记、时代信息及其系列作品。这样的

阅读内容建构，比夏丏尊先生的 “由选文引向作者

传记阅读”又丰富了一些。以统编教材六年级上册

《七律·长 征》为 例，为 了 引 导 学 生 走 近 毛 泽 东，

选取其所在单元人文主题 “革命岁月”做内核，建

构相关系 列 阅 读 内 容。板 块 一：读 “这 一 首 诗”。

整体阅读 《长征》，走 进 “不 怕 远 征 难”的 豪 迈 与

无畏的革命岁月，紧紧扣住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

水千山只 等 闲”，品 “万 水”的 “暖”和 “千 山”

的 “寒”，把 握 《长 征》的 情 感 基 调，反 复 诵 读。

板块二：读 “那一段史”。教师激情铺垫： “长征，

这是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悲壮历程，更是闪烁中华

民族精神的伟大史诗。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创造了多

少这样的奇迹，一首歌，一段历史，读 《四渡赤水

出奇兵》。”板块三：读 “那一片山水”。拓 展 阅 读

《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在生死不过一瞬间的

长征途中，诗兴大发，创作了多少诗词！这是长征

中山水诗词的代表——— 《清平乐·六盘山》。”板块

四：读 “那一部经典”。“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

奇瑰丽词。”毛泽东诗词雄 壮、豪 迈，被 称 为 “红

色文化经典”，诵 读 毛 泽 东 长 征 时 期 的 其 他 诗 词，

体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宏远。到这里教学可以告一段

落，但是像这样厚重丰满的阅读模式，要一课教尽

是不可能的，建议开 展 “在 诵 读 中 感 悟 长 征 精 神”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加强过程管理。

三、以 “语文要素”为关联，提升引子范本教

学价值

每一种教学活动都有它的价值追求。引子范本

教学价值在于建构课内外融通的阅读教学模式，让

引子范本成为学生走向广阔课外阅读的第一张多米

诺骨牌，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最终实现让学

生更想阅读，在阅读数量上追求 “增加阅读量”和

“扩大阅读面”；让学生更懂得阅读，在阅读品质上

追求领悟范本内蕴的言语经验、思维方法和思想情

感，将知识转化为最可靠、最有效、最有生产力的

语文素养。［９］

引子范本教学的价值追求，不论是 “量”上的

生长，还是 “质”上的生长，都有赖于 “关联 点”

的建构与教学。蕴含语文核心知识的 “语文要素”，

是引子范本教学的重要关联点，是将 “Ｘ”引入课

内的重要抓手。关联理论中的关联原则，指出人类

的认知倾向于与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关联性

越强，认知 效 果 越 好。［１０］以 此 观 照 引 子 范 本 教 学，

即此文本与彼文本之间关联性越强，关联点 越 多，

学生的阅读期待越高。

统编教材二年级下册 《大象的耳朵》这篇选文

的语文要素是 “读好问句，感受人物的心情”。“读

好问句”，指特殊句型学习的语文要素，需要 学 生

各种感官参与 “悟”，才能准确表达 “问”的语气、

语调和情感。学生对语言的 “悟”，我们将其 称 为

语感。如何凭借语文要素培养学生的语感呢？教师

立足语文要素建构关联点——— “读好问句，感受心

情”，将文本巧妙性 “重组”，提取 “问句”语段做

范本，进行组 块 做 范 本 教 学。首 先，依 托 语 境 体

会，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启发学生用

自己的生活体验、情感倾向和语用经验，反复品读

感悟问句读法。其次，角色朗读感受，从 而 “悟”

出这些句子同样是问句，但问的人不一样，问的心

情不一样，问 的 语 气 也 是 不 一 样 的。最 后，凭 借

“读好问句，感受心情”这个关联点，引向具 有 共

同 “性征”的文本 《企鹅寄冰》 （选自整本书 《大

象的耳 朵》），展 开 类 文 互 读，进 一 步 感 受 动 物 们

“复杂的心情”。学生 在 类 文 阅 读 中 巩 固 问 句 读 法，

品悟问句情感，进而读好故事中小动物的对话，读

出人 物 的 心 情。学 生 带 上 这 一 份 “感 悟”，走 进

《大象的耳朵》整本书阅读时， （下转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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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到用字母表 征 更 具 概 括 性 和 一 般 性，且 更 为 简

洁。这样 教 学，数 学 模 型 思 想 的 教 学 价 值 便 呼 之

欲出。

（三）在解决具体问题中提高思维灵活性

运算律教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运算

能力，促进学生找到更合理的运算途径解决 问 题。

如在四年级的期末总复习阶段，教师还可以设计这

样的习题：“某次同学参 加 朗 诵 比 赛 中，７位 评 委

给的 分 数 分 别 为 ９４、９１、９７、９９、９３、９６、９５，

这个同学总分是多少？”这个问题的解法是多样的，

有的学生运用了交换律、结合律进行计算；有的学

生选一个居 中 的 数９５，并 通 过 与 这 个 数 相 加 减 又

相抵消的方 法，得 出 总 和 有７个９５；有 的 学 生 以

９０为标准，先算７个９０的和，再将其他各个个位

上的数用交换 律 和 结 合 律 的 方 法 凑 十 再 加 上，等

等。这样的习题，超越了对运算定律 的 简 单 模 仿。

理解、运用和内化 “运算律”，能促使学生灵 活 选

用计算方法解决问题。

数学运算律在学生的数学学习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教师一方面要引导学生经历运算律的主动建构

过程，促使学生灵活应用运算律进行简便计算；另

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运算律的教学价值远不止于运

算简便，而应渗透数学思想与理性精神，让学生形

成宽广的数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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