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随着我国新课改政策的推进，

小学素质教育也得到了社会愈来愈

多的关注与重视。单元主题阅读作为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主要部分，突出

了阅读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在阅读教

学中，教师可通过单元主题教学方式

讲解内容，使课堂主题更加突出，课

堂教学更有侧重点。基于此，教师必

须进一步改革和优化小学语文阅读

教学内容与策略，以帮助学生提升阅

读理解能力，使语文阅读教学变得更

具高效性与多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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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单元主题阅读
教学分析
代丽婵

一、 明确主题，掌握语文阅

读的重点

在开展课堂教学工作期间，教

师应深入研究课本内涵，不断揣摩

作者的编写意向，以保证对课文主

题提取的准确性。如果教师在阅读

教学过程中有规划、有针对性地对

学生开展系统的读写练习，促使学

生在实践中逐步掌握读写技能，学

生就能掌握过硬的读写基本功，从

而有效增强读写理解。根据现代语

言阅读教学理念，通过围绕主旨展

开文章结构与片段拓展手法的分析，

总结、操练重点，在训练学生坚实

的口语基本功、快捷的读写速度、

良好的读写习惯、得体的人际交往

能力等方面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

成效。主题型语文读写课程以主题

为中心整理了烦琐零碎的话语物料，

以听、读、写的视角给学生集中地

进行数量巨大的条目语言输入。主

题资源库最能集中散乱的语句形态，

协助学生记住和使用。以主题为中

心的现代语言阅读，在孤立零碎的

语文知识点之间构建起了内在联系，

便于学生得到全方位的、整体的、

具备深度的理解。

二、 契合教材的编排特点开

展教学

现在采用的统编版课本已经采

取了专题组合的全新形式综合和编

排了语文课本的教学内容，在各个单

元设有鲜明的单元主题和专题形式，

使课程的编排更加科学合理，规范

性、系统性强，在一定程度上便于

教师在进行设计教学规划时，依靠

课程的基础特点进行系统体系化的

教学。例如，主题型阅读教学就非

常适应我国语文课程的专题型编排

特点，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一

个单元或专题对应着一个阅读主题，

在教学开展中凸显了鲜明的课程主

题，有利于教师在课堂过程中更深

入实现课内渗透、课外学习拓展的

课程目标。

以统编版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为例，整个单元的主题主要是围绕

“问题”展开的。在《一只豆荚里的

五粒豆》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教师

可通过“母亲为何要将一株豌豆苗

称为‘一座小园子’”等问题引导学

生来阅读全文，并在阅读中寻找答

案。在《蝙蝠和雷达》这篇课文的

教学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带着疑

问展开对课文的阅读，如“科学家

曾做过多少次实验？”“这几次试验

有什么联系？”在阅读结束后，通

过学生对问题的解答以及理解，教

师可以针对课文旁给出的问题进行

进一步补充和深入。在《呼风唤雨

的世纪》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

生 带 着 课 文 旁 的 问 题 进 行 通 篇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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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并在文中找出答案。在通篇阅

读结束后，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理

解以及解答来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

等，进而在进行下一步教学时及时

调整教学内容。由此可见，在小学

语文课阅读教学中使用的主题型阅读

教学，更能够适应我国统编版小学语

文教材编排的专题形式，而这不但

给老师设计课件，编排教学方案提

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依据，同时也

极大地帮助了学生开展合理高效的

读写操练与复习。

三、 激发兴趣，拓展阅读

学一篇文章，就可以让学生带

着同样的问题自主阅读第二篇文章，

从而学以致用，随学随用，积累看

书方法，把握要点，从而培养学生

看书才能。看书的经验积累不在课

上，而在课下。但小学生如何去看书，

这就需要教师的指导。在课文教学

结束后，如果教师抛出了相应的问

题，而学生又对这样较为深入的问

题缺乏充分的了解，教师就可建议

指导学生阅读书籍或看电影，将课

外阅读和课文练习融合，从而充分

体现主题型阅读教学的宗旨。同时，

教师还可指导学生拓展主题，从而

发现更多的阅读学习内容。总之，

教师要多找语言教学中可以扩展的

知识点，才可以使语文课堂教学更

为丰富，更加适应教学需要。

四、 开展比较式单元主题阅读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单元收录的

课文阅读主题大致是一样的。为了

增进学生对课文内容的认识，并增

强单元主题阅读的效果，老师可有

的放矢地组织学生对单位内课文阅

读采用比较式阅读。以统编版四年

级上册第五单元收录的课文《麻雀》

与三年级上册第八单元的《灰雀》

为例，从课文问题出发，学生很容

易看出两篇课文描述的对象基本一

致。因此，教师可以把这两篇课文

放到一起展开教学，然后指导学生

展开对比式阅读。经过对比，学生

很容易看出，这两篇课文虽然都是

在讲麻雀，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情

感不同。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逐

步指导学生思考：两篇课文的作者

是从哪两个角度展开描写的？经过

集体探究和思索，学生可以看出《麻

雀》利用对麻雀的描写，表达出小

麻雀的无助以及老麻雀对小麻雀的

爱护和无畏精神；《灰雀》则是通过

对灰雀的描绘，表现出列宁和小男

孩对灰雀的喜爱以及列宁对孩子的

重视和关怀，表现出了孩子的诚实

与纯真。由此，学生能够得到有益

的启迪：哪怕只是写同一个事物，但

是观察点不同，思考方法不同，产

生的创作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主要

内容也会变得多姿多彩。因此，小

学语文教师在单元主题阅读教学中

要针对单元课文加以认真剖析，并

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组织学生对

相关课文采用比较式阅读。

五、 关注文章主旨，提高学

生的核心素养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

核心素养成了现代德育的基本理念

之一。小学语文教学的首要目的是

辅助小学生完成语言的积累，阅读

教学的重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

和理解能力，进而有助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阅读习惯。在开展语文单元

的主旨解读工作时，教师首先必须

从阅读教材入手，将课本中各个单

元的相似素材组合起来，以构成单

元的核心论点。其后，教师可以提

供类似主题的短文供学生诵读，使

学生掌握这类短文的核心思想。例

如，在教学统编版四年级上册第七单

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时，教

师可以提高到精神层次进行思想教

学。首先，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课文，

了解周恩来青少年时期在奉天念书

时，他目睹了在被洋人侵占的广大

地区国人被洋人欺压而无法说理的

事实，并由此深切感受到伯父所说

的“中华不振”的意思，进而立下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志向的情感

过程。然后，教师将文章主要内容

加以升华，指导学生反思并写下自

己阅读的理由，体会历史人物的家

国情感，并反思自己的行为，进而

倡导大家向周恩来同志学习。由此，

这篇课文的核心思想会在无形之中

影响学生，进而提升学生的核心素

质，思想立德树人的目标。

六、 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教师除了要指导学生完成主题

型的阅读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

在主题阅读时进行相互沟通。教师

可将五六个学生分为一组，并组织

小组进行交流，以增进学生对课文

内容的认识，也有助于学生从不同

的视角去思考和解析问题。同时，

小组沟通还能够培养他们的语言表

达和话语组织能力。这样的交往互

动过程，让学生的语文素质获得了

提升。

综上所述，单元主题阅读能够

帮助学生提升阅读的条理性思维和

语文素养。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必

须在课堂中进一步改变和优化语文

教学策略，通过明确课程主题、贴

合课本、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开

展课外阅读等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

素养。（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淮安市洪

泽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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