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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统编教材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围绕“提问”这一阅读策略展开，通过具体的课文学习，使学生初步掌

握针对文本提问的方法。但是，仅靠对教材的学习并不能真正达到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目的。结合整本书阅读的推广，

笔者在课外阅读指导中应用“提问策略”设计“推荐课”“分享课”和“总结课”三个阶段的课型，鼓励学生从作品的

不同角度提问，创设互动交流环节，适时点拨梳理，使学生在互问互答、交流碰撞中学会提问、乐于提问、精于提问，

实现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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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出来的整本书阅读指导

一、“提问”的量变到质变

统编教材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的第二单元围绕“提
问”这一阅读策略展开，指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提问，促
使学生通过对课文的学习与实践，能初步就文本提出有
价值的问题。经过该单元的学习，学生对文本的把握能
力，对关键词句的敏感度也相应提升，这有利于他们进
一步积累阅读经验，提升阅读能力。但是，这不可能是
一个突变的过程。学生的阅读能力扎扎实实地提高，显
然不能仅靠一个单元、几篇课文的学习就能见成效。正
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课文无非是个例子”，教材只是
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指引，目的是告诉师生在阅读
其他文本时，也可以应用提问策略来更好地解读文本。
尤其是语文教师，应该组织更多的课外阅读活动有目的
地推动学生应用提问策略，使学生在反复的练习中，逐
渐获得提升，最终实现质变。

二、三种课型的具体实施

基于上述的思考，笔者在四年级的整本书阅读指导
中对教材中的提问策略加以延伸，引导和鼓励学生在阅
读整本书时，以提问促理解，以提问促交流，把整本书
的阅读指导课分为“推荐课”“分享课”和“总结课”三
个阶段课型。通过分阶段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提问，达
到促使学生反复阅读文本、充分积累阅读经验、汲取文
本精华的目的。
（一）推荐课——就作品的基本信息提问

在以提问策略为指导的推荐课中，教师向学生推荐
一本好书，可以从作品的基本信息入手引导学生提问，激
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促使学生初步走进作品。

1. 书名
一本好书的书名都是耐人寻味的，在提问策略的指导

下，书名更是一个值得提问的角度。教师可以手捧一本要
推荐的书，展示书名和封面，让学生就书名大胆提问。例
如，推荐《森林报》，学生就会问：“《森林报》不是一

份报纸吗？怎么是书呢？”推荐《繁星·春水》时，有的学
生很仔细，问：“为什么‘繁星’和‘春水’之间有个圆点？”学
生能就书名提出这些问题，说明他们的阅读兴趣已经被激
发。这个时候，教师可顺势透露关于作品的更多信息，学
生会更容易接受。因为，这是他们很想知道的东西。

2. 作者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渗透着作者自身的思想，对作者

进行深入研究向来是解读文本的重要一环。对小学生来
说，了解作者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有利于激发他们阅
读文本的兴趣，特别是一些学生不熟悉的作家，更容易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例如，《森林报》的作者是苏联著
名科普作家维塔利·瓦连季诺维奇·比安基，学生对他并
不了解，自然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这些问
题本身不可能每个都有价值，但是提问的过程却是很有
价值的。等学生就作者提问得差不多的时候，教师就可
以针对那些有价值的问题做进一步的点拨。这样处理，一
方面给予了学生探究的时间，另一方面教师也在点拨中
指导了学生如何更好地提问。

3. 目录
读整本书，指导学生关注目录也是重要的一环。如

果学生学会阅读目录，那么对整本书的基本框架就能了
然于胸，而学会阅读目录也相当于读懂了半本书。同时，让
学生懂得阅读目录，也有利于他们掌握自主学习的技
能，从而通过阅读来学习更多领域的知识技能。

但是，与就书名和作者提问相比，在推荐课上就目
录提问是有难度的。一方面要求教师做适当的铺垫，另
一方面也正好检验学生的阅读水平。例如，当学生翻开《青
铜葵花》的目录，教师可以首先提问：“这本书九个章
节的标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同学们发现了吗？”很快，有
些学生就明白了《青铜葵花》的不同章节是以不同的事
物为线索展开的。学生能在教师的提示下，在《青铜葵
花》的目录中有所发现，就能尝试着提出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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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这本书为什么要以这些事物作为每个章节的线
索呢？”或者“这些事物（章节）的排列顺序能不能改
变？”抑或是“这些事物跟青铜和葵花有什么密切的联
系？”显然，能提出这几个问题的学生已经对《青铜葵花》
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就目录提问的过程中，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的问
题，其质量有高低之别。但是，教师给予他们提问的机
会和时间，就相当于给予他们互相思想碰撞、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的机会。教师也能从中掌握不同学生的阅读水
平，找出差距，平衡优劣，为调整指导策略提供依据。
（二）分享课——就作品的内容提问

1. 课前准备
有了推荐课作为先导，学生课下就会带着更多的兴趣

去阅读作品。这时教师可以结合教材提到的提问策略，给
学生几个大方向。例如，允许学生重点阅读自己感兴趣的
篇目（章节），针对其中内容提问，并尝试自问自答，做
好批注。如果作品的人物形象比较突出，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就“感兴趣的人物”提问，也是自问自答做好批注。如
果推荐课还是教师“扶”得比较多，那么分享课做的这些
准备则是给予学生更多自主发挥的机会。学生一边阅读自
己感兴趣的部分，一边提问，然后尝试自主寻找答案，做
好批注。这个过程只要能持之以恒，其效果一定显著。

2. 课中组织
学生自主阅读的周期应该以一到两个星期为宜。

一个周期后，教师需要组织阅读分享课来检查学生自主
阅读的情况。针对不同体裁的作品，教师可在分享课让
学生畅谈自己感兴趣的篇目、情节和人物，同样围绕提
问来组织。教师可在课前提示学生精选自己阅读时所提
出的问题，做好归类，再在课堂上向同学提出。为了增
加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教师可以组织多轮不同范围的交
流：先让学生在学习小组这一小范围内互相提问，互相
解答，做好记录；接着可以采取轮换组员兼小组汇报的
方式把小范围交流的成果做更深入、更大范围的探讨。
教师做好巡堂、聆听、点拨的工作。学生在多重的互问
互答、交流碰撞中对文本的解读也会臻于完善，思维能
力和表达能力也能得到相应提升。

3. 梳理提升
放手让学生互问互答，教师的点拨穿插其中，无疑

是把课堂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让学生成为阅读的真正
主人。但是，这不代表教师的指导就要变得碎片化，系
统梳理是做好“扫盲”工作的必然要求的。因此，分享
课最后的五分钟尤为关键。教师可以将之前课堂上收集
到的共性问题向学生再次提出，也可以根据情况把学生
都忽略的问题向学生抛出。这个时候的教师提问，就是
诱导学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再一次咀嚼文本，系统地梳理
分享中的收获，实现再一次的提升。
（三）总结课——就写得好的词句提问

在统编版四年级语文教材的提问策略单元中，就写
法提问是其中的重难点。如果获得突破，学生不仅在阅
读上能有更长足的发展，也能“以读促写”，有利于写
作能力的提升。在以提问策略为指导的整本书阅读总结
课上，基于学生已经对作品的内容有较全面的把握，教

师可以指导学生选择他们感兴趣或印象深刻的部分，从
写法的角度提问。目的是引导学生尽可能地从文本中挖
掘出更多有学习价值的信息。要强调的是，学生即便经
过一个单元的学习，也很难就写法提出较高质量的问题。
这个时候，教师应该更关注培养学生兴趣，而不是苛求
质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鼓励学生大胆实践。只有学
生愿意多实践，他们对文本写法的敏感度才有可能提
高，从而提高就写法提问的质量，才能更有利于他们语
文综合素养的提升。

三、辅助支持与效果反馈

教师要在整本书的阅读指导中应用提问策略，鼓励
学生对话作品，除了精心设计不同课型、在课堂上及时
点拨和梳理，在课余也需要给予学生心理和技术上的支
持，从而支撑他们持之以恒地参与课外阅读。

为了打破时空的限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网络
学习互动平台，给学生创建持续展示自主阅读收获的机
会。这些学习互动平台一般都有展示图片、输入文字、
组织讨论的功能。教师可以让学生把写好问题和批注的
书页拍照上传，供教师、同学甚至是家长浏览。如果参
与浏览的师生、家长有想法，都可以发文字留言进行讨论。
这些互动平台会根据用户的活跃度来给予一定的加分，以
激励用户更多地参与互动讨论。如此一来，师生、生生、
家校之间会产生积极的互动，从而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
同时，教师也可以更好地跟踪学生的课外阅读情况，及时
发现问题，调整指导策略，做到“以学定教”。有了课内
外的双管齐下，提问策略在四年级整本书阅读指导中的应
用就能取得较好的成效。以笔者所带班级为例，相比于刚
刚接触提问策略时的懵懂、提问时的不着边际，在经历了
一个学期的如《森林报》《外国神话》《中国神话》《青
铜葵花》等作品的洗礼后，学生的提问越来越有质量。因
为要反复提问，学生对一部作品的阅读不下数次，有的达
双位数还乐在其中。课外的实践效果还体现在对教材的学
习中，有些自读课文，笔者可以放手让学生提问，并采取
互问互答的形式来组织课堂教学，其课堂效果让人满意。

提问策略在整本书阅读指导中的应用还将继续。同
时，随着更多阅读策略的学习，笔者会继续探索沟通课内
外、更有效地进行课外阅读指导的道路，从而打造“教读—
自读—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模式，让教材呈现
的精华真正成为助力学生语文综合素养提升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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