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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研究与实践①

罗光辉，陈兵安，李奇志
（湘潭市岳塘区湘钢三校，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０）

摘　要：小学语文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研究与实践，旨在以阅读主题为核心，构建坐标式主题阅读模式，整合课内外
阅读材料，有效营造学校阅读氛围，以期激发小学生的阅读兴趣，丰富学生的阅读积累有效完成各学段阅读目标，提升学

生阅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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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阅读是语文教学的生命。《语文课程标准》［１］明确提

出了扩大阅读面的要求，“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

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利用图书馆，网络等信息渠道尝

试进行探究性阅读，扩展自己的阅读面”“广泛阅读各种

类型的读物”，并规定了具体的课外阅读量，一二年级（第

一学段），阅读量不少于５万字，三四年级（第二学段）不
少于４０万字，五六年级（第三学段）不少于１００万字。然
而，从目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实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学生阅读兴趣不高。在电视、电影、网络的包围

之下，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有了更多充满诱惑的选

择，同时在这些活动方式的冲击下，对于阅读重要性缺乏

认识，阅读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二是教师阅读教学重

视不够。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思想左右着教师的教学

行为，语文阅读教学仍然存在着注重语文的工具功能，教

师总是把目光盯着几本教科书和试卷上，而不去追求阅

读对学生精神生命成长和升华的恒久价值。认为“阅读”

只能作为学生的一种消遣，尚未形成浓厚的阅读氛围。

三是系统阅读内容严重不足。目前小学生的阅读内容绝

大部分来源于教材。但目前小学六年中的阅读教材不到

四百篇，加上小学图书室、阅览室场地、书目有限，学生很

少有机会走进去阅读，这些都很难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

基于以上问题的存在，我们尝试开展小学语文坐标式主

题阅读教学研究与实践，以阅读主题为核心，整合课内外

阅读材料，激发小学生的阅读兴趣，有利于有效完成各学

段阅读目标，提升学生阅读素养。

２　主题阅读教学的认识
２．１　理论基础

一是建构主义理论。皮亚杰建构主义强调“意义建

构”“协作”“情境”“对话”。从建构主义角度来说，阅读

单元本身就具有结构性，单元主题创设了共同学习的情

境，本身给予了学生一个完整的单元学习架构。重视了

学生的学的过程，引导学生在相同或不同的学习内容中

自主建构，让不同的学习方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有机

整合。二是学习动机理论。美国著名教育专家奥苏贝尔

认为学生的学习成就动机分为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的

内驱力，以及附属内驱力。认知内驱力是一种要求了解

知识和掌握知识的需要，是以求知为目标，指向学习任务

本身的一种动机力。学生阅读动机的有效激发，能极大

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三是

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主题阅读

的教学新理念。即“以教材为原点，挖掘文本中蕴含的文

化因子的辐射作用，以师生为资料链接的双主体，共同探

寻相关阅读材料，并在这些参照文本的交互印证下，或体

验、或证实、或演绎课文中已有的观念，使阅读的触角伸

向文本的文化源头、作者的生命经验、学生的生命体验。

在“法定”的语文学习时空内弥合“课内”与“课外”的鸿

沟，让学生在有限的语文课堂内掌握最大量的信息，激发

学生阅读兴趣，提升学生阅读素养。同时，《完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各级教育工作部门要把

加强对青少年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一项战略

任务，要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研究，修订相关教材和组织编

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读物，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提供坚强保证和良好条件。

２．２　国内外阅读教学的有益借鉴
早自２０世纪，国外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阅读开展

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阅读理论，如“交互式

阅读理论”和“图示理论”，并根据这些理论提出了不同阅

读模式，如，古德曼和斯密斯的“自上而下模式”，鲁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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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相互作用模式”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各国
的课程改革都非常重视阅读，将儿童阅读作为一项重要

的教育政策来实施，如意大利１９９５年宣布“促进学生阅
读计划”，美国１９９８年签署“阅读卓越法案”，提出“挑战
美国阅读”，以立法的形式呼吁全国民众参与阅读计划，

推展儿童及家庭阅读活动，保证每个儿童每天有一个小

时阅读，并向各州提出要协助小学生在三年级结束时具

备自行阅读的能力的工作目标。

我国历来有重视阅读的传统。古语有道“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表明扩大阅读量是提高阅读

素质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人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对阅

读教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如特级教师于永正的

“五重”阅读法研究、李敬尧的“导学式”阅读教改实验、程

汉杰的“快速高效阅读法”、王尚文的整体阅读、韩兴娥的

海量阅读，尤其是窦桂梅的主题教学，通过语文实现儿童

阅读视野、阅读审美的提升。

由此可见，国内外教育对于阅读研究，多关注阅读数

量的达成，多关注阅读方法、阅读与其他能力间的联系及

阅读教学模式的建构等，而忽略了课内外阅读材料的主

题统一和整合。我们认为，“坐标式”主题阅读实验与研

究，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从阅读内容出发，围绕教材

中的阅读主题，全新全面认识阅读教学，整体构建小学生

语文阅读有效教学的新模式（如图所示）。

小学语文“坐标式”主题阅读

我们借用数学“坐标”概念展开研究。现行语文教材

编排科学，均以主题构建单元，以现行的小学语文１２册教
材的单元主题为圆心，以课内外阅读时间为横坐标，以与

教材主题相联系的阅读材料为纵坐标，拓展小学生语文阅

读量。“主题阅读”即以语文教材为中心，根据教材的编排

体系，提炼出阅读主题，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在课外阅读中

引导，让课内阅读成为课外阅读的凭借和依托，课外阅读

成为课内阅读的扩展和补充，提高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

２．３　意义与价值
首先，小学语文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研究与实践，通

过构建科学的主题阅读模式，探索有效的主题阅读活动，

开发丰富的主题阅读内容，有利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理

论的创新。其次，小学语文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研究与

实践，有利于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增强学生的阅读量，扩

大阅读视野，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形成较强的阅读能

力，提高教师语文阅读教学质量，提升小学生语文阅读素

养。再次，小学语文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研究与实践，将

阅读由以教科书为本位向大信息、多元化知识开放，由应

试教育向读书滋养人性、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因此，对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理论建构和实践操作体系的建构具有

应用价值，对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终身发展有着积极的

意义，同时对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营造小学生阅读氛围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３　小学语文“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实践
３．１　“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思路

一是确定小学生语文阅读教学研究研究与实践主题；

二是了解学生阅读和教师阅读教学现状，发现问题，并查

找原因，分析影响小学生语文阅读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

三是研究策略，开发小学生主题阅读内容、构建主题阅读

教学模式；四是开展小学生主题阅读活动，认真组织实施。

３．２　“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目标
小学语文坐标式主题阅读以教材阅读主题为核心，以

课堂为主阵地，组构、建构、整构教材，建立主题阅读资源

库，探究有效的阅读教学方式方法，形成主题阅读教学模

式。以课外活动为载体，开展有效的主题阅读实践活动，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完成各学段阅读目标，形成良好的

阅读习惯和阅读素质。在活动中，传承学校古诗文经典诵

读活动，美化校园环境、开设校本课程，开发校本教材，有序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卓有特色的阅读文化。

３．３　“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内容
一是有效把握主题阅读教学现状。我们采用问卷访

谈等形式，了解老师们对主题阅读教学的认识和阅读教学

现状，了解学生阅读需求及阅读学习现状，进行客观分析。

二是开发“坐标式”主题阅读内容。以现行教材单元主题

为核心，广泛阅读与主题相关的经典美文、古文诗词，落实

《语文课程标准》“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的精神，努力

完成各年段课外阅读总量目标。三是设计“坐标式”主题

阅读模式。通过组构、建构、整构教材，从主题阅读教学计

划的制定、阅读主题的提炼、主题阅读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主题阅读教学的措施和方法、主题阅读教学的效果评价等

几方面进行研究，努力打造同主题、大容量、多角度、高品

味的课堂教学模式。四是积极开展“坐标式”主题阅读活

动。关注课堂内外，建立注重阅读文化提升和符合小学语

文教学基本规律的教学活动体系，努力使活动成为促进

“主题阅读”深入开展和检测的有效手段。

４　结　语
小学语文“坐标式”主题阅读教学研究与实践，对教

师而言，能提高对阅读教学的认识，自觉培养“有效利用

课堂生成资源的意识”［２］，激发阅读教学与教研的热情，

形成自我审视的习惯，提高语文阅读教学质量；对学生而

言，能激发小学生语文阅读兴趣，提高语文阅读总量，提

升语文阅读素养；从阅读氛围层面来说，能通过语文主题

阅读活动，营造出浓郁的阅读氛围，形成学校特色阅读文

化，有效构建小学生语文阅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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