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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
“

平行式
”

阅读策略

“

图 式 是 存在于记 忆 中 的 认 知 结 构 或 知 识 结 构 。

”

阅 读 能 力

的 高 低 来 自 于经验 的 图 式 化认 知 ， 而 学 生 头 脑 中 的 某 种 阅读 图

式 的 形成 ， 取 决于 学 生 多 次反 复 的 学 习 经历 。 强 调 单 元 教 学 内

容结构 化 ， 是 为 了 丰 富 学 生 的 学 习 经 历 ， 帮 助 学 生形成 相 应 的 阅

读 图 式 。

立足课程视 角 ， 以 落 实课 程 标 准 的 理念 与 要 求 为 出 发 点 ， 聚

焦语 文 要 素 ， 整 沐分析单 元 内 各部 分教 学材料 的 内 在 关联 ， 重 点

梳理 精读课 文 、 略读课 文 与 课 外 阅 读 的 内 在联 系 ， 进 而 依据 阅 读

的
一般规律 与 学 生 的认知特 点 ， 整 体架构 结 构 化 的 教 学 内 容 ， 可

以 帮 助 学 生形成 相 应 的 阅 读 图 式 。 下 面 重 点 介绍 小 学 语 文 单 元

教学 内容结 构 化 的
“

四 种样 式
”

。

指 向 阅读策略形成的
“

平行式
”

图 式是对反复 出 现 的 相 似 情况 的 共 同 特 点 的概括认识 。 比

如 ， 我 们 从 文体 阅 读 的 角 度 ， 抽 象 出
“
一

类课 文
”

阅 读 策 略 的 图

式 。

一 旦这个 图 式 形 成 ， 学 生 阅读 此 类课 文 时 就 能 自 主提 出 问

题并解决 问 题 了 。

“

平行 式
”

就是先找 到 单 元 内每 篇 课 文 阅 读 理 解 的共通 点 ，

明 晰这是 属 于 哪 一 类 的课 文 ， 再 依据 阅 读
“

这 一 类
”

课 文 的 底 层

逻辑 ， 设 计 富 有逻辑 、逐 步 推进 的
“

问 题链
”

。 借助
“

问 题链
”

的

解决 ， 帮 助 学 生 积 累
“

每 一 篇
”

课文提 出 问题并 解决 问 题 的 经历 。

在 一定量 的
“

篇
”

的 阅读 基础 上 ， 再 引 导 学 生 反思 、梳理 、抽 象 、提

炼
“

这 一 类
”

课 文 的 阅读 策 略 ， 并迁 移运用 提 炼 的 阅 读 策 略 ， 开展

“

这一 类
”

的课 外 阅读 ， 最终彻底 掌 握 阅读
“

这 一 类
”

课 文 的 基本

策 略 。 比如 ，
五年级 下册 第 三单 元 的教 学 内 容可做如 图 １ 的 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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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看 出 ， 这个单 元 教 学 内 容 的 结 构 化 主 要 解决 的 是 阅 读

写 人 文 章 的 阅 读 策 略 。 即 首 先 是 概 括 主 要 人 物 与 事 件 ， 其 次 是

品 读 人 物 表现 、推 测 人 物 内 心 ， 最 后 是概括主要人 物 的 品 质 。 教

学 内 容 组 织体现精读 、 略读 、课 外 阅读 一 体化 的 思 想 ， 呈 现
“

学 习

内 化
——迁 移运用

——

自 主提升
”

的 有序进 阶 。

当 然 ， 在 充分关 注
“

这 一 类
”

课 文 共 性 的 同 时 ， 我 们 还 需 关

注
“

这 一 篇
”

课 文 的个性 。 比 如 ， 这 四 篇 课 文 除 第 一 篇 只 是 正 面

刻 画 主 人公 的 表 现之 外 ， 其余 几 篇 均 借助 次 要 人 物 侧 面烘托 主

人公 的 品 质 。 为 了 落 实 本单元语 文 要 素
“

通过课 文 中 的 动作 、语

言 、 神 态 的语 句 ， 体会人物 的 内 心
”

， 教 师 不仅要 关 注从 主 要 人 物

的 表 现 中 推 测 人 物 内 心 的 活 动 ，
还要 关 注从 次 要 人 物 的 表 现 中

推测其 内 心 的 变 化 ， 来加深对课 文 主人公 品 质 的把握 。

指向 阅读方法掌握的
“

交叉式
”

在 阅 读 过程 中 ， 依据课 文语境 的 不 同 ， 往 往 需 要选择情 景 图

式 ， 以 便在 更具体 的 情况下选择 与 之 更 相 应 的 图 式 来行动 。

“

交 叉 式
”

是指借助 具体语境指 导 具体 方 法 ， 其核 心 是 在 不

同 语境 中 学 习 方 法 、 运 用 方 法 。 结 合具 体 内 容 学 习 的 方 法 之 间

彼 此 有 交 叉 ， 但 又 不 完 全 等 同 。 这 种 单 元 教 学 能 给 学 生 结 合具

体语境选择最为 恰 当 的 （

一 种 或 几 种 ） 方 法解决 问 题 的 重 要 经历

与 体验 ， 提升 学 生选 用 恰 当 方 法 解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比如
，
三 年 级

下册 第 六单 元 ， 语 文 要 素 是
“

运 用 多 种 方 法理解难 懂 的 句 子
”

， 教

学 内 容可 以做如 图 ２ 的
“

交 叉 式
”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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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
“

交叉式
”

阅读策略

可 以 看 出 ，这个单元教 学 内 容 的 结构 化 强调 的是结 合具体课

文 中 出 现 的各种 各样难理 解 的 句 子 ， 指 导 学 生运 用 恰 当 的 方 法理

解 。 教 学注 重 方 法 与 内 容 的 匹 配性 ， 也就是说 ， 用 什 么 方 法最 易 于

学 生 理 解
“

这 一个句 子
”

。 比如 ，
理 解

“

人 影 给溪 水 染 绿 了
”

， 最 合

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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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的 方 法是
“

联 系上下 文＇ 通过 阅读上文
“

垂柳把溪水 当 作梳妆

的 镜子 ，
山 溪像绿 玉 带 一样平静

”

， 可 以 知道溪水很平静 ， 碧绿 碧 绿

的 ， 自 然就可 以 理解倒 映在水 中 的 人 影 也 变 成 绿 的 了 。 当 然 有 时

不 能 只 用 一 种 方 法理 解 ， 需 要 多 种 方 法结合起来运用 ， 比如 ， 理解

“

五 色 的 浮 光 ， 在 那 轻清透 明 的球 面 上乱 转
”

， 可 以借助插 图
， 想 象

光在肥皂 泡上 流 动 的 情 景 ； 也可 以 查资料先弄懂
“

五 色
” “

浮 光
”

的 意 思 ， 再理解 句 子意 思 ；
还可 以 结 合 自 己 吹 泡泡 的 经验 ， 说说 阳

光下 泡 泡呈现 的 色 彩 。 我们

■

借助 单 元 中 不 同课文 中各类难懂 句 子

的特 点 ， 针对性地选用 不 同 方法去理 解 ， 可 以提升学 生 方 法选用 的

适切性 ，进而促使学生方法结构化 。

指 向读写知识建构的
“

逆推式
”

图 式 不 仅指对事 物 的 概念 性认 识 ， 也包括对事 物 的 程 序 性

认识 。 阅 读 图 式 的建立依赖于单 元 内每 篇 课 文 的语 文 知 识 的 抽

象 ， 包括这些 知 识 的 重 要特征 以及这 些 知识 的 相 互 关 系 。

“

逆推 式
”

是指 以 单 元 核 心 读 写 知 识 的 掌 握 与 运 用 为 终 点 ，

以终 为 始 ， 分解核 心读 写 知 识 到 单 元 内各 篇课文 ，
让

“

每 一 篇
”

发

挥 不 同 的 教 学 功 能 ， 最终借助 各 篇 课 文 的 学 习 ， 完 成 某 一 方 面 的

知 识建 构 。 此设计 的 关 键是 化 整 为 零 ， 分解 难 点 ， 各个击破 。 比

教学顺序 课时 教学 内 容 对应的读写知识

《颐和 园 》

《记 金 华

的 双 龙

洞 》

１ 课

时

１ ． 阅读 《颐和 园 》 ， 画 出过渡 句 ，

补 充线路 图 ， 学 习作者 怎样把游

览顺序写清楚的 。

２ ． 阅 读 《记金 华 的 双 龙 洞 》 ， 补

充线路 图 ， 理清作者游 览双龙洞

的顺序 ， 体会 《记金华的双龙洞 》

的 明暗线索安排的巧妙 。

３ ． 完成
“

初 试 身 手
”

， 按 顺 序 说

清参观植物园的过程 。

运 用过渡句 使景物转 换

更 自 然 。

《顾和 园 》

《七 月 的

天山 》

１ 课

时

１
． 在教师 指导下学 习 《颐和 园 》

第 四 自 然段 ， 学 习 按顺序 观 察 ，

运用形 容词 、 比喻等把景物特 点

写清楚 。

２ ． 自 主学 习 《七月 的天 山 》 第 二

自 然段 ， 梳理观察 顺序 ， 学 习 运

用 形容词 、 修 辞手法描摹景物 的

方法 。

按
一

定 的 观 察 顺 序 ， 写

出主要景点 的特点 。

《记 金 华

的 双 龙

洞 》

１ 课

时

阅 读
“

空 隙
”

部 分 ， 学 习 用 见 闻

与 直观感 受相 结合 的方法将 印

象深刻 的景物写清楚 。

将 印 象深刻 的景物作 为

重 点 写 ， 通 过见 闻 和 感

受把重点景物写清楚 。

《海 上 日

出 》

２ 课

时

１ ． 学 习 按 景物变化顺 序把不 同

情况下的 日 出情况写清楚 。

２ ． 能按
一

定顺序介绍
一

处景物 。

按 照 景 物 变 化 的 顺 序 ，

写清景物 的特点 。

习作 ３ 课

时

完成
一

篇游记 ， 要求 ：

１ ． 画出游览线路图 ，写清游览过程。

２ ． 将 印 象深刻 的景 物作 为重 点

写 ， 按
一

定 的 观察顺序 ， 写 出 景

物的特点 。

３ ． 运 用 过渡句 使景物转换更 自

然 。

全面落实写作要求 。

表 １ 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第五单元
“

逆推式
”

阅读策略

如 ，
四年级 下 册 第 五 单 元是 习 作单 元 ，

语 文 要 素 是
“

了 解课 文按

一定 的 顺 序 写 景 物 的 方 法 ， 学 习 按 游 览 顺 序 写 景 物
”

。 为 帮 助 学

生 将本单 元 的 写 作 知 识 运 用 到 游记 的 写 作 中 ， 我 们 可 以 将 教 学

内 容作如表 １ 的处理 。

本单 元按教 学计 划 ８ 课 时 完 成 。 教 学 内 容组 织 时打 破 了 原

来教 学 的 顺 序 ， 将 游记 写 作 的 要 求分解 到 每 篇课 文 的 学 习 中 。 依

据每 篇课文表达 的 不 同特 点 ，
匹 配 不 同 的 教 学 内 容 ， 体现 整体布

局 下 有所侧 重地 学 习 写 作 知 识 的特点 。

本单元最终 要让 学 生 写 一 篇 游记 ， 达成 ３ 个要 求 （ 具 体见表

格 ）。 为 了 让 学 生达成这个标准 ， 教 师 需 要结合具体 的 一 篇 篇课文

去帮 助 学 生理解这些评价标准 。 这就 需 要教 师 挖掘 不 同 课 文在单

元 中 的 不 同价值 ，
让每 篇 文章承担游记 写 作 的 不 同 功 能 。 画 线路

图 、按游览顺 序写 、用 过渡句把游 览 的顺序交代清楚 ， 都 是为 了 写 清

“

游
”

的过程 ； 重 点 写 印 象深刻 的景物 ，按观察顺序准确 描摹景物 ， 可

以 写 游览过程 中 的 见 闻 和 感 受 ，
都是 为 了 写 清

“

记
’ ’

的 内 容 。 这样

结构化 的 内容 ，
可 以 更好地诠释

“

为什 么 要写 游记
” “

我 的记录与别

人有什 么 不 同
’ ’“

怎 么 写 游记
’ ’

等写作 的基本 问题。

指向 阅读能力发展的
“

顺进式
”

单元 阅读 中 ， 需要把单篇课文学 习 的外在刺激与单元总体概念 、

￥

理与方法等相联系 ，并根据实际情况 ，
不断修正原有 图式 ，建本￥

的 图式 ：

“

顺进式
”

是指 顺 着逻辑推进 的 线路 ， 采用 小 步 子￥ 阶 、 循

往 复 的 方 式组 织 阅 读 能 力 发展 的教学进程 ，
让学 生在＾度 学 习 中

不 断巩 固 旧 知 、 学 习 新 知 ， 在 新 旧链接 中 不 断 强 化核 的 阅 读
；

能

力 ，
最 终达成 单元教 学 的 目 标 。 其设计 的 关键是促进 知 识不

断链接 、 螺旋上升 。 比 如 ，
四年级上册 第 二单元是 出 碎题

”

单

元
， 本单元 的教学 内容安排如 图 ３ 所示 。

精 读 １

《
一个 ＃ Ｓ 里 的

五粒 豆 ＞

《夜间飞行的秘密 ）

？？ ３

《呼风唤两的世纪 》

ｎ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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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
“

顺进式
”

阅读策略

可 以看 出
， 本单元 的教 学 内 容从感 受提问策略到 学 巧 多 角 度

提 问 ， 再 学 习 筛选对理 解课 文 最 有 帮 助 的 问题 ， 最 后综 ４起 用
、

提

问 方 法 自 主提 出 问 题
，
尝试解决 问题

，
渐 次推进 ，

呈梯 変进 阶 ： 教

学 中 ， 需 要 从单元 视域精 准把握每篇 课 文 的 学 习 内 容 与 水平 ， 发

挥每 一课 时 在 学 习 提 问 阅读 策 略 中 的 价 值 与 作 用 ， 弁不 断唤 醒 已

有 的 学 习 经验 ， 促进 与 新 的 经验嫁接 ， 最 终让 学 生获得较 为 完整

的提 出 问题 的 学 习 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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