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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学科关键能力的厘定
朱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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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阅 读 理 解 作 为 整 个 小 学语 文学 科 的 关 键能 力

，
是小 学语 文 教 学 的 基础 和 主 干

，

在 很大 程 度 上

决 定 着 小 学语 文 教 学 活 动 的
＇

成 效 和 后 劲 。 小 学语 文 阅读理解 能 力 以 交 际 言语领域 为 核 心
，
兼顾 艺 术言 语

领域 和科 学 言语领域
， 体现 出 明 显 的 主次之分 和特 点 。

【
关键词

】
小 学 语 文

；

关 键能 力

【
中 图分类号 】

Ｇ６２３ ． ２【 文献标志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１ ００５－６００９ （
２０ １ ５

）
３ ７

－００２２ －０３

【
作者简介 】

１ ．朱 洁 如
，

江 苏省 常 州 市 教 育科 学研 究 院
（
江 苏 常 州

，

２ １ ３００ １
） ，
高 级教 师 ；

２
．吴 刚 平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课 程 与 教 学研究所 （上 海 ，

２０００６２
） 副 所长

，

教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语文学科关键能力是语文教学 的主线
，
与其他语文 的伴生结果 ，读文识字的真正 目 的 是更好地读文

、

文知识
、
技能和能 力是纲与 目 的关系 ，

纲举才能 目更多地读文 ， 小学语文教学要始终重视阅读理解这

张 。叶圣陶先生说 ：

“

无论什么学科 ， 都应该预先认清个基础 。

楚 为什么要学习它 。 认清楚 了 ，

一切努力才有 目 标
，２ ．学科关键能力 是 小 学语文教学 的 主 干 。

有方向 ，
不至于盲 目 地胡搅

一

阵 Ｑ
”

只有把语文学科小学语文学科关键能 力是小语 学科发展 的支

关键能力 的教学意 义 、实质 内涵认清楚了
，语文教学柱 ，牵

一

发而动全身 。 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
，

所有其他

才能更好地 明 确 目标和方向
，
才能提纲挈领 、事半功学科能力 都是以 阅读理解能 力为依托生长起来的

，

倍地予 以推进 。并为阅读理解能力 的持续发展而服务 。 因 此
，
阅读理

―

、重视小学 语文 学科关键能 力 的教学意义解能力具有 四两拨千斤的能耐
，
它是语文学科这棵

小学语文学科关键能力是指小学语文课程至关大树的主干
，
树干强壮了才能枝繁叶茂 。 抓好了

“

吸

紧要的部分 ，
对小学语文教学活动起决定作用 的 因收

”

或
“

输入
”

的阅读理解能力 ，

“

发表
”

或
“

输出
”

性学

素 。 作为小学语文学科关键能力 的阅读理解是小学习 内容 中的写话 、
习作 、

口 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 才如

语文教学的基础和主干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有 源之水 、有本之木 ， 系列化 的输出 性学习才能得以

小学生语文学习 的成效和后劲 。顺利展开 。

１
． 学科关键能 力是小 学语文教学 的 基础 。从义务教育九年一贯 、小初衔接这

一

特点来看 ，

作为小学语文学科关键能力 的阅读理解是小学有 了 小学阅读理解能力 作枝干 ， 第 四学段 ７ ？ ９ 年级

语文学科发展的根本 ， 它在小语学科 中应该处于一 中 的种种阅读 目 标才能逐步达成 。 例如 ：

“

对课文的

种核心地位 。 小语学科所有方面 的发展都必须依仗内容 和表达有 自 己 的心得
，
能提出 自 己 的看法

，

并能

它 、服务于它
，
它对小语学科发展具有奠基作用 。 即运用合作的方式 ，

共同探讨 、分析 、解决疑难问题 。

”

使是在
一年级小学生刚开始学习 识字写字时 ，

教 师
“

能 把握文章的基本观点 ，获取主要信息 ， 能领会文

也必须清楚认识到 阅读理解是小语学科关键能力 ，本的意思
，

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
１ １

１所有这些 目标的达

将识字写字教学纳入阅读理解的整体教学设计 中予成都必须以 阅读理解为前提 。 同理
， 从阅读分类来

以统筹规划 。 通过识字读文 ，读文是 目 的
，
识字是服看

，
理解性阅读也是评价性 阅读

、
创造性 阅读

、
运用

务于读文 的 ；并随 文识字 ，
在读文 中识字 ， 识字是读性阅读 、鉴赏性阅读 、

记忆性阅读 、 比较性阅读等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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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基点与支撑 ６要从 国文科得到 阅读和写作的知识 ，
养成阅读和写

３ ．学科 关键能 力 决 定着小 学语 文教 学的 成效和作的 习惯 。 阅读是
‘

吸收
’

的事情 ， 从阅读 ， 咱们可以

后 劲 。领受人家的经验 ，
接触人家 的心情

；

写作是
‘

发表
’

的

作为小学语文学科关键能力 的阅读理解是小学事情 ，从写作 ， 咱们可 以显示 自 己 的经验 ，
吐露 自 己

语文教学成效和学科能力发展的后劲 所在 。 发展 阅的心情 。在人群 中 间
，

经验 的接受和心情的交通是最

读理解能力不仅对学好语文具有决定性意义 ，
同时切要 的 ，

所以 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 。

”
［４ ］叶圣陶

也是学好其他各学科的重要后盾 。 学好哪 门 学科不先生所说的 阅读与写作的知识和 习惯 ，
指 的就是能

需要 阅读理解 ？又有哪个行业离得开 阅读理解能 力 ？够运用 阅读 和写作知识 、
习惯去完成

“

吸 收
”

和
“

发

它所带来的强大的后劲与可持续发展动力是不可小表
”

的事情 ，
这才是真正 的语文能力 。

也就是说 ， 管

觑的 。
“

吸收
”

的阅读理解能力和管
“

发表
”

的写作能力是语

二
、 阅读理解作 为小学语 文学科关键能力 的实质文学科关键能力 。

内 涵２ ． 阅读理解越来越成为 独 立的 语文能 力
。

阅读与写作是整个语文相互依存的学科两大关在 阅 读与 写作 两大关键能力 中 阅读不仅是 向

键能力 ，但在小学阶段则 以 阅读理解为主 。作为小学
“

读
”

学
“

写
”

的基础 ，
而且越来越是

一种相对独立的

语文学科关键能力 的阅读理解 ， 本质上是 以交际言语文能力 。

“

我国 的传统经验是
‘

读写结合
’

， 但是随

语领域为核心 ，
兼顾艺术言语领域和科学言语领域着社会的现代化 ，

‘

读
’

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能力
，
已

．

的基础 阅读能力 。日 益受到 重视 。 它 已 不仅仅是为写作提供范例和导

（

一

） 阅读理解能力 是语 文学科 两大关键 能力 之
一引作用 ，

而是一种获取信息 的手段 。

”
［
５

］

１
． 阅 读与 写 作是语文课程 的 两 大 关键能 力 。阅读理解能力作 为独立的语文学科关键能力 ，

从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对于日 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 这可 以从 国 内 外有

语文课程的定位来看
，
语文能力就是语言文字的运关 阅读理解能力 检测 的发展趋势中窥见

一斑 。

用能 力 。

“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美 国学术能力 评估 ＳＡＴ 考试 、 英国 英语能力

能 力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
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测试 、

日 本 日语能 力考级中均对阅读理解能力进行

础
；
为学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 、

人生观
、价值观 ，形成专项测试 。 国际著名 的教育评价项 目 也都将 阅读素

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 ；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养作为核心 的测评 内 容 。 像 ＰＩ ＳＡ 和 ＰＩＲＬＳ 都是针

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

” “

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对阅读素 养进行的 国际性评价项 目
，

以此来监控 国

基作用 ，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 中 的重要地位 。

”

际范 围 内 四年级学生的 阅读素养 。 其新颖 、科学的

这段论述对于语文课程的作用与价值给予 了清晰的评价理念和 框架设计在世界范 围 内 引 起 了广泛关

定位 ，
明确 了义务教育 阶段语文学科应培养 的学科注 。

能力一语言文字的运用 能力 。 语文课程要实现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以来 ，
我国本土化的阅读能

课程 的多重功能 和奠基作用 ，
彰显其重要的学科地力检测也陆续开启并逐渐步人正轨 。 ２００３ 年

，
教育

位
，
必须致力 于培养学生 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

“

语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设立 了
“

建立义务教

文课程是
一

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的综合性 、
实践性育 阶 段 学 生 学 业 质 量 分 析 与 指 导 系 统

”

项 目

课程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 ，
应使学生初步学会 （ ＳＡＡＥ ）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
江苏省参加 了 由 教育部基础

运用祖 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 。

”
３ ］

由 此进一步 明教育司 、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和项 目 组召 开

确 ，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学科应培养 的学科能力 是 ：

初的
“

建立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质量分析 、
反馈与指

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 由此可见 ，
导系统

”

项 目 协调会
，

并参加测试 。 ＳＡＡＥ 项 目 组对

语文能力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能力 ：

一是吸收祖 国
“

语文学业质量
”

的 概念是这样界定的 ： 学生通过语

语言文字成果 ，
为学生多方面的发展

“

打下基础
”

；

二文学 习所获得的
，
以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 语言文字

是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
“

交流 沟通 ＇为核心的语文素 养水平 。

？“

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 的

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
叶圣 陶先生就曾 指 出

：

语言文字
”

已然 成为本土化小学语文学业质量检测

“

简括地说
，
只有两项

，

一项是 阅读 ，

又一项是写作 。的重要核心 内容 。

２ ０ １ ５ 年第 １ 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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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培养基 础 阅 读 能 力 是 小 学 语 文 教 学 的 首要源之水 ａ

任 务至于 以诗歌 、戏 曲 、小说等文学作品为外在物化

实际上
，
培养语文能 力既有语文课程通道

，
也有形态的艺术言语 ，

以及 以学术论著 、政治读本和法律

日 常生活通道和其他科 目 通道 。 就语文课程通道而文书为外在物化形态 的科学言语 ，
这两种语体的言

言
，

“

吸收
”

或
“

输人
”

主要 由 听 、
读完成 ， 其 中

“

读
”

是语能力培养更是以 阅读理解能力 为主
，
小学阶段基

核心 ，

“

听
”

是围绕
“

读
”

而展开
，并在促进

“

读
”

的过程本不涉及这两种语体的写作能力 培养问题 。

一方面
，

中不断发展的 。有计划 、有选择 、
经过优化设计 、系统与交际言语相 比

，
艺术言语和科学言语的实际运用

，

而高效地
“

读
”

出优秀 的祖 国语言文字是语文课程的无论在人群 、场合 、范 围 和层次上 ， 都有
一

定的限制 ，

专责
，

日 常生活通道和其他科 目通道无法代替 。作为是较高层次 的语文能力 。 尤其是对处于语文学习初

语文课程专责 的阅读 ，
可 以称 为基础 阅读 。

“

发表
”

或级阶段的小学生而官
，

艺术言语领域和科学言语领
“

输出
”

主要 由说 、写完成 ，
其中

“

写
”

是核心 ，

“

说
”

是域的阅读理解能力 ，
无论在

，

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
，

为 了促进
“

写
”

的发展而进行 的必要准备 ， 并在促进都不宜作过高的要求 。甚至只需在这两个领域粗读
“

写
”

的过程中不断得到 发展 和提升 。 有计划 、有 重
一些基本篇 目 ， 获得一些初步的 阅读实践经历

，
开

点 、分阶段地 向
“

读
”

学
“

写
”

是语文课程的专责 ，
日 常阔

一下视野
，

学得一些艺术言语和科学言语基础知

生活通道和其他科 目通道无法代替 。 作为语文课程识就可 以 了
，

而对这两个领域 的写作能力则 完全不

专责的写作
，
可以称为基础写作 。必作 出 统

一

的要求 。另
一方面

，

以现代社会的实际需

阅读能 力与写作能力两相比较
，
阅读理解是更要来看

，
我 国语文教育以文学体验为主要取 向 的传

为基础 和重要 的关键能力 ， 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首要统则应该转 向 以获取信息为主要取 向 的现代语文教

任务 。 这是因为 ，
语文能力涉及交际言语 、科学言语学了 。

和艺术言语三大领域 ，亦即三种语体 。三种语体的言所以
，
从各方面综合起来看 ，

以 交际言语领域为

语能力培养都以 阅读理解能力 为基础 和核心 。核心
，

兼顾艺术言语和科技言语领域的基础 阅读理

相对来讲 ，交际言语广泛运用于社会 日 常生活
，

解能力 是小学语文学科关键能力 ，
它是贯穿小学语

是每个社会人都必须具备的最基本 的言语能力
，

是文教学全过程的核心素养 。

语文教育特别是小学语文教育的主体 。其中 ，
阅读理全面准确地厘清小学语文学科关键能 力

，
对于

解能 力是交际言语能力的基础 和核心 。

一

般说明 文 、 培养和提升小学生整体语文素养
、
改进小学生学习

记叙文 、
议论文等基本文体的文章是交际语体的主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 也唯有

要外在物化形态 ，
它们构成语文课程 的主要篇 目和如此

，

加强小学语文学科建设 、提升学校和区域课程

课文文本 。 语文课程的读写能 力培养主要通过说明领导力才不会是个遥远而空泛 的 口号 。 圃

文 、记叙文 、议论文等文章教学完成 。其中
，
在教师 的【 参考 文献 】

指导下 ，
学生通过精选文章的阅读理解实践

，
获得基［ １ ］ ［ ２ ］ ［

３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教 育 部 ．义 务教 育 语

础 阅读理解能力 ，实现
“

吸收
”

或
“

输人
”

功能
； 通过 向文课程 标 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Ｓ ］ ． 北京 ：
北 京 师 范 大学 出

“

读
”

学
“

写
”

，
获得基础写作能力

，
实现

“

发表
”

或
“

输版社
，

２０ １ ２ ．

出
”

功能 。 作为小学语文教育主体的交际言语领域
，［

４
］ 叶 圣 陶 ． 叶 圣 陶 语 文 教育论 集 ［

Ｍ
］ ．北 京 ：

教

从先后顺序来看 ，
文章 的 阅读理解在前 ，

向
“

读
”

学育 科学 出 版 社
，
２０ １ ５ ．

“

写
”

在后 ，
可 以说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甚至整个语［ ５ ］ 章 熊 ．我 对 中 学 阅 读 能 力 目 标 的 意 见 ［ Ｊ ］ ． 中

文教学的先遣任务 。 所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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