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已有研究述评

一、关于联结的相关研究

1. 联结学习理论

国外，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提出了联结学习理论。他认为刺激与反

应之间的联结是通过多次的尝试错误过程而建立的。在尝试过程中，错误的反应越

来越少而正确的反应越来越多，学习正是这样一种能够对于情境刺激做出反应的联

结。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赫尔、斯金纳等人进一步研究，他们提出的理论被学

者们归纳为旧联结主义，其局限性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联结是外部的、直接的、

无中介的，是靠尝试错误而建立的；第二，强调客观研究学习过程，相对忽视学习

的内部过程。以布鲁纳、加涅等人为代表的认知主义者认为，联结并不是在外部环

境的支配下让学习者被动地接受，而是学习者主动在头脑内部构造联结，形成认知

结构。皮亚杰把联结放入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同时包含两方

面的建构，即对新知识的意义建构和原有联结的重组。建构主义更关注如何以原有

的联结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对学习

和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2. 联结策略实施阅读教学

在运用联结策略实施阅读教学方面，国外学者 P.大卫·皮尔森研究认为：“联

结是积极的阅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借鉴背景知识和个人经验，以帮助确立文本含

义。”加拿大学者阿德里安·吉尔在《阅读力：文学作品的阅读策略》以及《阅读

力：知识读物的阅读策略》中对联结策略进行了实践上的介绍与指导：“在阅读时，

读者将已有的知识或经验与所读文本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

已有的知识或经验包括文本使读者想到的有关自己的经历或某个人物，与文本相关

的背景知识或经历，与文本相关的另一本书或内容，理解相似文本的某一能力。”

阿德丽安·吉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种联结方式：文本—读者、文本—文本、文本—

世界。

国内，针对加拿大学者阿德里安·吉尔的观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

语儿童分级阅读标准构建与文本资源开发研究”增加了文本—作者的联结方式。王

荣生教授在《阅读策略与阅读方法》一文中指出：“联结，即在阅读过程中调取已

有的背景知识和个人经验，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台湾赵镜中教授认为：“在

阅读中，联结阅读策略能够帮助学生将文本呈现的信息与自身的经历或相关经验联

系起来，从作者那里获取信息，与文本产生共鸣，从而促进对文本的理解。”儿童

阅读推广人蒋军晶老师把联结分为书中的联结、和另一本书的联结、已知事物和新



资讯的联结、和生活的联结。

小结：联结理论在不同时代均有继承与发展，为我们探究学习过程的本质提供

了依据。同时，联结策略下的阅读教学方兴未艾，这一策略加强了学生与文本间的

多维联系，学生在主动发现、重组的过程中建构自我的、独特的认知体系，形成获

取信息、感悟情感、评价鉴赏、迁移应用的能力，从而获得阅读素养的提升。

二、关于开放性教育的相关研究

国外，“开放性教育”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上溯到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

20 世纪初，英国教育家尼尔将开放性教育化为实际教育行动，自美国盛行，现已

传播于世界各地。

20世纪 50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提出的开放教育理念包括教育政策、

教育教学观念、教学时间、教学地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交流与合作、课

程资源、学生支持服务系统等教育全过程的开放。而后，开放教育成为专有名词，

并开始建立完整的体系。经过 20世纪 60年代英国教育学者的提倡和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教育学者的推动，开放性教育为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并

成为当今教育思潮的主流之一。

英国开放大学首任校长洛德·克劳瑟将开放性教育定义为：“教育观念的开放、

教育对象的开放、教学时空的开放、教学方法的开放 ”。

美国学者贾克尼亚对开放性教育形态的理解为：“教师对学生和学习性质的信

念和态度；以开放式教学原则训练教师；课堂环境的设置应做到空间开放、跨年级

分组、分组教学；教师支持、指导而不是指挥学生的活动；学生自主确定学习目标

并评估学习结果。”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开放性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实施个性化、个别化教育。学者

梁士荣为开放教育定义为：“开放教育是以崇尚自由、顺应自然为理念，以社会化

教育、终身教育为宗旨，以希冀获得教育者为对象，以寻求教育者的自主学习为中

心，以最大限度的选择和最小限度的限制障碍，借助社会力量与科技成果，提供一

切利于此种自由、自主学习的思想、教育方式、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的总和。”

台湾学者认为“开放教育”指“因学生个别差异妥慎设计学习环境，激发学生

不断主动探索学习，使受教育者获得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与措施。”

小结：开放性教育的内涵极其丰富，可以概括为教学目标与对象的开放、教学

内容的开放、教学过程的开放、教学方法的开放、教学评价的开放等。

三、关于主题阅读教学的相关研究

国外，早在 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强调“经验”在儿童成长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并在理论与实践中统整课程，主要通过课程整合，将有关的知识经



验融合为确定的主题进行学习。

20 世纪 80 年代，在希尔斯教授的引领下，美国兴起了核心知识课程改革，

本次改革目标即为贯彻主题教学模式，集中关注跨学科教学，将多学科结合起来。

鲁斯·甘伯格提出以学生为中心进行主题研究，主张超越学科的界限，通过连贯和

整体的方式进行主题探究学习。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在自己的母语课程标

准中使用大量篇幅对阅读和写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按照主题统领进行阅读与写作

活动。

国内，多位学者探讨从主题阅读教学的实施路径展开研究。马小亮从教学实际

出发探讨了主题单元阅读教学的教育价值以及相关的实施策略。黄更祥为了更好地

让小学生把握寓言文体的特点，统编本三年级下册寓言单元为例进行了主题比较阅

读，通过比较文体、比较情节、比较角色、比较语言提出了寓言单元整合的具体教

学策略。谢春红以统编本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为例简单概括出单元主题教学的

三大要点，她特别强调单元导语的重要性，提倡通过研读单元导语来拓展单元主题

阅读。姜凌佳探寻主题单元阅读教学的意义，从梳理教材、调配课时、创新评价等

方面开发出单元主题阅读课程的基本路径。

多位学者从不同版本的教材入手比较主题阅读教学的编排体例。王祖明针对小

学苏教版、北师大版及人教版教材主题单元的编排体例进行了比较和思考，要从“单

元主题的透明度”和“单元组元方式”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并对单元的编排方式进

行了思考，为我们分析新教材的编排特色提供了思路。范燕以沪教版中小学高年级

为例，针对以主题为线索而组织的“单元教材”内容和“相关的课外阅读资源”的

有效整合进行了探索，阐明了二者整合的意义，提出了“向同主题的名著延伸”“向

同类文章延伸”“向整个作品延伸”“向作家其他作品延伸”的四条整合路径。她所

提出的“四条整合路径”与刘宪华所倡导的“三种主题单元阅读的拓展方式”有异

曲同工之处，包括：基于点面阅读，基于比较的拓展以及基于读写的拓展。

学者祝新华和廖先通过实验进行主题阅读教学的质量分析，主题阅读教学对学

生在阅读广度、阅读兴趣、社群互动、理解能力等方面有积极的作用，是提升学生

阅读素养的有效方法。另外，很多一线教师通过问卷调查或者结合自己实践中的教

学案例等形式总结出了小学语文不同版本教科书主题单元阅读教学方面存在的问

题，并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

窦桂梅的主题教学研究从儿童自身特点和学习现状、课程单元以及从教材自身

出发，提炼教材的“主题词”，即与生命体验有关的属于“人生意义”的词语，以

“积累、感悟、创造”为形式，由一主题“牵一发”动教材知识体系的“全身”，

从而站在哲学的高度，进一步从生命的层次，全新全面认识课堂教学，整体构建课



堂教学的一种体系。

小结：国外关于单元主题教学的研究以跨学科间的研究为主，已经针对主题教

学提炼出“主题统整”的思想。同时，“大单元主题教学法”的使用启发了我国的

主题阅读教学。国内，学者们从实施路径、教材比较、质量分析和生命体验等方面

对于主题阅读教学的现状做出阐释。不足之处在于，小学语文单元主题阅读教学的

研究大多是一线教师基于自己实际课堂教学经验的总结，缺乏系统理论的支撑，有

质量的核心期刊较少。

（注：开题论证书为存档用，开题时需另外准备详细的开题报告）

三、对课题的认识与理解

含核心概念界定、研究的价值与主要观点等。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联结：最初指结合，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儿童的学习，本质意义上是联

结，指给予儿童足够的空间和实践，自主地去建立自我与外部实践的联结，主动发现、

把握与建构联系，从而获取知识与意义。

本课题中的联结包括文本内的联结，跨文本联结和超文本的联结。“文本内联结”

是联系上下文，从相关句段中提取并联结关键信息，综合理解后形成解释，作出评价；

“跨文本的联结”是针对单元整组信息，形成以篇为基础的多文本群，将熟悉的文本

中的信息比对其他文本中的信息建立新的认识；“超文本联结”是在阅读过程中突破

学科边界，涉及多种媒介，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建立起联系，引导学生将以往的阅读经

验与文本中的场景、人物进行联结。

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以单元编排为主线，将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有机地整合在

一起，将阅读由课内习得迁移到课外应用，实现“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的阅读

教学方式。具体说，就是以单元为切入点，将教科书内容与可链接的、同一主题的、

丰富的课外课程资源整合，实现主题意义建构，是一种开放性的阅读教学尝试。

二、课题的研究价值

1.有利于阅读教学体系的建构

主题阅读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且具有研究价值，但截止目前，大多数研究结果呈

现的形式为期刊论文，缺乏系统的研究体系且研究深度不够。因此，呼吁一线老师关

注开放性主题阅读体系的建构势在必行。

2.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纲要，以学生为主



体，以学生的语文实践为主线，以任务驱动为导向，解决了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关键问

题——线索不清、机械割裂、推进不明，打破了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

3.有利于学校特色语文的传承与发展

2009年，常州市博爱小学提出发展“博爱新语文”的设想，以《小学新课

程标准》要求为指导，在博爱理念的关照下，在继承传统文化经典文学的基础上，更

关注人文性和生活化，从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两大块，进行全方位的探究，逐步形成

具有博爱特色的一系列语文教育有效策略。鲜活的语文教学观念、崭新的课堂教学模

式、智慧的学生阅读体系、灵动的教育教学方法、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都值得我们

教研组传承与发展。

主要观点：

1.构建了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体系。在联结视角下，整理人文主题，梳理语文要

素的序列。按低、高年段分别研究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目标的研制、主题阅读教学的

设计、主题阅读教学的实施策略、主题阅读教学的评价。

2.改变了语文阅读教学的样态。改变传统阅读教学“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

中心”的教学观念，建构全新的语文阅读教学样态，在开放的阅读资源、开放的媒体

资源、开放的阅读形式、开放的阅读评价中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

3.促进了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养成。联结视角下的开放性主题阅读有针对性地培

养语文核心素养和语文学科能力。在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两条主线的引领下，开放性

主题阅读教学过程不仅仅是教授基础知识，而且要在主题教育，人文精神的培养上下

足功夫，注重培养学生读写能力、思维能力、阅读能力以及传统文化的感悟内化能力。

四、研究的目标、内容与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含研究阶段、研究任务、责任分工及阶段性研究成果等。

一、研究目标

1.构建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体系，研制开放性主题阅读的目标、主题阅读教学的设

计，探索主题阅读教学的实施策略，形成主题阅读教学的评价。

2.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提升学生的阅读品质；培养学生的

发散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审美与鉴赏能力；促使学生吸收并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全面培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和语文学科能力。

3.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树立在联结视角下进行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的意识，明确

教学目标，厘清教学基本路径，挖掘文本价值，创新教学设计及课堂教学，通过扎实

的课题研究，形成开放性语文主题阅读教学特色。



二、研究内容

1.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内容的研究

教师按照文本内联结、跨文本联结和超文本联结三个维度来选择教学内容。文本

内的联结主要选择单篇文章，学生可通过联系上下文，从相关句段中提取并联结关键

信息综合理解，并形成最终解释。跨文本的联结主要选择确定主题的多文本群，学生

可跳出原有的思维框架，在单元主题的引导下将已有经验延伸为对篇章、人物、事件

的整体评价和鉴赏。超文本的联结选择非语文知识补充教学内容，突破学科边界，同

时，打破文本与生活的界限。

2.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路径的研究

联结视角下的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将创设开放性、整体性的教学环境。教师从“篇、

群、类”三个维度构建教学体系，实现由单篇到多篇、由课内到课外、由文本到生活

的多向辐射。教学从单一的“篇”走向整体的“群”，从单元的“群”走向生活的“类”，

根据文本基本特征探索教学新路径：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目标的研制——开放性主题

阅读教学内容的选择——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的设计——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的实施

——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的评价。

3.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策略的研究

要素融合，发掘每一篇课文的教学价值，并据此确定其具体的教学内容，实现因

文而教，建构文本内联结。利用好统编版教材的“双线组元”结构，一个单元就是相

互联结的文本组合，学生学习了相关的语文要素之后，进行迁移运用，建构跨文本联

结。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深化阅读教学，致力打造孩子自由阅读的生态，建构超

文本联结。

4.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活动形式的研究

文本内的联结以课堂阅读教学为主，教师根据学生的已有经验，给予学生再生长

的空间。跨文本的联结以“大单元教学”为主，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阅读与鉴赏、表

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超文本的联结则是基于我校“学习社区”中语文拓展课程的

启航，开展实践性的阅读街区活动，包括“领养一本好书”、“新书发布会”、“漂书吧”、

“博爱讲坛”、“心灯墙”等多种形式。

5.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评价的研究

联结视角下的开放性主题阅读采用多样化、开放性的阅读教学评价。以学生发展

为目的，充分尊重并鼓励学生的个性化表达。采用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方式，加强学

生、教师、家长的互动，做到全员参与，全程把控，全面评价。

研究重点：通过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路径、教学策略、阅读活动形式、

阅读评价的研究，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拓展思维空间，提高的阅读水平，培养语文



核心素养和语文学科能力。

三、研究计划

（一）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21年 9月～2022年 3月）

1．整理课题申报相关材料，完成课题论证、申报、立项。

2．课题研究资源的全面分析。

第二阶段：具体实施阶段（2022年 3月～2024年 9月）

1．制订工作计划，购置与课题研究有关的理论书籍与其它资料。

2．课题组分工，确定子课题负责人和子课题成员。

3．分批进行课题研究组主要成员和子课题成员的理论学习与培训。

4．教师按照文本内联结、跨文本联结和超文本联结三个维度来梳理教学内容；研

究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教学路径和教学策略，搜集教学课例；基于学习社区，

研究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活动形式；探索联结视角下开放性主题阅读评价。

5．邀请课题研究专家作专题学术报告或座谈，全面提高课题组成员的理论知识。

6．逐步完成相关案例、论文并公开发表。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24年 9月～2025年 3月）

1．编辑案例、论文集。

2．完成子课题研究报告。

3．完成总课题研究报告。

4．成果提交鉴定、验收。



（二）研究任务



（三）预期成果

1. 阶段性成果

2. 最终研究成果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

联结视角下小学语文开放性

主题阅读教学文献综述

文 献

综 述
施瑞云、姚子云

2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

小学语文开放性主题阅读教

学中的联结
论 文 许婷婷

3
2023 年 6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小学语文开放性主题阅读教

学探究
论 文 姚子云

4
2023 年 6 月至

2023 年 12 月

联结视角下小学语文开放性

主题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论 文 胡芸熙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1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3 月

联结视角下小学语文开放性主题

阅读教学研究案例集
案例集 许婷婷

2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3 月

联结视角下小学语文开放性主题

阅读教学研究论文集
论文集 华抒艳

3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3 月

《联结视角下小学语文开放性主

题阅读教学研究》结题报告
结题报告 施瑞云、许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