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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两型课堂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结合小学语文教育实际和小学语文课程工具性、人文性相统一的基
本特点，运用课堂观察等方法就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两型”理念和“五化”“三分”课堂教学策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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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为探索两型小学语文教学课堂的构建要素、表现形

式、基本特点、实施策略，我们选取了全市辖区覆盖城市

和农村的火炬学校、湘机小学、花石中心小学、镇泰学校、

云龙小学、风车坪学校、韶山学校小学部等作为本研究基

地学校，采用文献查阅、课堂观察、问卷调查、现场测试等

多种方法与手段，研究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三分”“五化”

课堂教学策略，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为丰富和发展小

学语文课程教学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２　小学语文“五化”阅读教学
２．１　简化流程

小学语文日常教学活动中，我们常常看到，阅读教学

课堂上，教学流程繁琐，教者“弯弯绕”，听者“雾蒙蒙”。

显然，这样的课堂，从源头即最初的设计上就与“两型”背

道而驰。师生不少时间精力，花在“看路”上而非“走路”

中。不少教师长期习惯于以问题牵引学生，“是什么”“为

什么”充斥课堂，一个“是什么”是一个环节，一个“为什

么”又进入另一个环节，课堂复杂而紧张，言语实践这个

阅读教学的核心任务反倒无暇顾及。解决这个问题出路

在于，削条条，组板块，整合流程。如人教版五年级下册

第１８课《将相和》，这是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课文。教
学过程中，有的搞繁琐哲学，流程设计叠床架屋，还美其

名曰环环相扣。结果因该文篇幅较长，学生连通读全文

的较为充裕的时间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论个性化地学习

语言文字运用的微妙了。有鉴于此，课题实验教师执教

该课时，大刀阔斧删枝去叶，长文短教，将学习过程分为

“通读知情节”“再读熟人物”“品读悟精神”三大板块，主

攻“语言文字与人物性格”这个重点目标，学生入情入境，

课堂教学收到了预期成效。

２．２　淡化理解
“语文的本体是什么？显然不是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

容，即‘写了什么’。而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即‘怎

么写的’。”［１］如果我们对一些阅读教学课堂上要求学生理

解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深入的考

量，不少甚至大部分问题的目标指向和价值取向，是文本

内容的理解。是对于文本“写了什么”的关注。而文本“写

了什么”，是它的原生价值，不放到教科书里面来，任何读

者通过阅读而不一定要通过阅读教学就能把握或基本把

握的。而文本一旦进入教科书，成为阅读教学的载体，我

们的目光就应该牢牢盯住文本的教学价值而不是原生价

值。不同学段的文本深浅有别，对于较为艰深的文本，重

点在于通过理解扫除语文能力训练和人文素质培养的障

碍，而对于浅显的（意思明显）、浅近的（贴近生活）、浅易的

（容易把握）文本，在内容的理解上可以也应该淡化，在理

解“度”的把握上力戒揠苗助长，力求水到渠成。以人教版

五年级下册第１４课《再见了，亲人》为例。该文也有较长
的篇幅，而且历史背景与当下小学生的生活和认知有相当

大的距离。基于此，如果要求全体学生在理解和认识上都

统一到教学参考书所提出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思想上来，不

仅没有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行之有效的做法是，

鼓励每个学生从课题的理解入手，站在“亲人”的角度，带

着“亲人”的情感，走进“亲人”的心田，怀揣“亲人”的心

灵，认识“大娘”，认识“小金花”，认识“大嫂”，直到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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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小金花”“大嫂”聚首成一幅活生生的巨幅“亲人”

图！无论是对课题《再见了，亲人》的把握，还是对文本《再

见了，亲人》的感悟，再高度统一的言语概括都显得累赘、

徒劳、虚伪和苍白无力。

２．３　强化朗读
朗读对语感等语文核心能力的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毋庸置疑，阅读教学中的朗读训练亟待强化。强化

朗读之要，要在因人而异，要在求同存异。“同”指自然的

朗读，“异”指每个人自己的朗读特色，朗读风韵，朗读神

采。朗读既要注意量的积累，更要追求质的提升，试图一

味以量取胜的做法，不仅浪费课堂资源，让学生心生抵触，

还存在其它诸多弊端。克服弊端的要领在于，内容的选

择，技巧的指点，时机的把握，都要力求精心、精细、精准。

具体来说，注意三点：一是合理设置朗读目标。这里的目

标是指朗读的核心要求。“各学段关于朗读的目标中都要

求‘有感情地朗读’，这是指……的理解。”［２］二是人人进入

阅读文本。引领学生进入文本所描绘的情境之中，入情入

境。三是准确把握评价导向。这个评价，不是给学生的课

堂朗读下一个抽象的、理性的结论———读得正确，非常流

利，很有感情，让学生似懂非懂，而要多从感性的角度进行

指点。比方说，拿甲同学和乙同学进行比较：“大家感觉到

谁读得更好？”“我们也来学他（她）这样读！”

２．４　点化示范
“在家常课中，朗读同样可以做得很简单，正如于永

正老师曾说过的———‘我教学生朗读没有什么窍门，就是

示范，……让学生跟我读’”［３］不言而喻，整个小学阶段的

语文学习，教师方方面面的示范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本文这里所说的示范，主要针对阅读教学中的朗

读和诵读。在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哪个学段的阅读教学，

如果没有教师出色的朗读和诵读示范，都是有明显缺陷

的阅读教学。研究数据表明，人们获取信息（包括学生阅

读文本），视觉的敏感性和效率最高，听觉次之，再其次是

触觉、嗅觉，等等。教师的朗读和诵读示范，恰恰把学生

的各种感知器官尤其是视觉和听觉充分调动起来了，所

以，恰当的示范对学生的影响是积极的，精彩的示范对学

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里所谓的“点化”，是要强调教师

示范的精益求精，突出教师示范在每个学生习得朗读的

过程中不同程度的“立竿见影”，杜绝“示范”的假冒伪劣

而带来的高耗低效。示范精益求精，精在六个字：体会

（体验、领会作者、作品的情感态度）、参与（朗读主体即读

者情感融入其中）、表现（把作者、作品、读者自己的情感

态度传达出来）。

２．５　优化体验
这里的“优化”有两个含义：从所教年级、班级的学情

出发，给学生营造一个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宽松、愉悦、

优雅的课堂阅读生态，少一些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束缚

与羁绊，还学生以自由、清朗的时空。另一个含义是让学

生凭借各自不同的认知和已有的生活经验，自己去咀嚼、

去体味文本中语言文字的优美。从修订版课程标准可以

看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既要注重阅读分析能力的培

养，又要保障学生具体阅读过程的展开。后者关注的是

学生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想象活动，从课文的语言当

中直接感知事件、人物、情景。“对儿童而言，具体生动的

活动过程和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情感投入，那种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形象感染和情感渗透，比头头是道的理性

阅读分析更重要。”［４］因为，过度的分析与过深的解读，无

疑明显有悖于“两型”理念指引下的低耗高效。

３　小学语文“三分”阅读教学
“三分”即分别引导，分类探究，分层达标。教育对象

是千差万别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要实现低耗高效，必须

以承认并且积极对待学生的个体差异尤其是各层学生尝

试成功的愿望和实现成功的潜能为前提。同时，“教师们

要善于发现并且必须发现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智力，促使

每个学生都能充分地发展。”［５］（其主要流程如下表）。

表１　三分阅读教学主要流程

　　以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２１课《搭石》的教学为例，略
谈“三分”阅读教学模式的基本操作。

３．１　导入学习，明确目标
本课除了字词、朗读等基本要求，可制订如下分层目

标（为表述方便，根据学情的上中下分为 ＡＢＣ三层）。Ａ：

通过朗读恰当地表现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

风貌，尝试用自己的笔表现平常生活、平凡事物中的美

好。Ｂ：找出文中反映乡亲们朴素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美
好思想和情感的句子，并在朗读中受到感染、熏陶。Ｃ：自
由读课文，画记自己最喜欢的词句，最好还能说说理由。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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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分别引领，分层读思
全班学生自主选择（极少数学生需要教师帮助选择）

分层目标以后，进入朗读、品味、感悟等言语实践活动，教

师分层观察、引导，并对各层学生分层目标的达成度予以

及时的把握和准确的判断。

３．３　提示要点，解决问题
教师作为“平等中的首席”，不是提供解答问题的结

果，而是着重就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分类进行指导。

３．４　启发迁移，分层递进
通过课堂教学，每层学生的感受、理解、欣赏、评价能

力都必须产生新的生长点。这样的生长点因学生层次差

异或显或隐，离不开教师及时的、恰当的激发。如Ａ：我们
平时的习作围绕自己要表达的主要想法，在选取材料方

面做得怎样？是不是一定要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或“感

天动地”的人物才有话可写？Ｂ：边读边用心感受，在吟诵
中受到熏陶的读书方法好处多多，找个合适的时间同他

人交流交流。Ｃ：通过本课的学习，对照自己或同学的习
作，找出自己比较满意的几个词语或句子。

３．５　扼要总结，分类评价
分层阅读教学应该配以分类反馈评价。分类反馈评

价的总要求是：重视差异，立体把握；针对差异，“另眼相

看”；善于鼓励，着眼进步。

阅读教学课在小学语文课程设置中所占比重最大。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要求在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中预设、生成与全面落实，不仅对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发

展至关重要，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学习的作用也

不言而喻。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三分”教学模式试图着力

解决传统阅读教学模式中教学目标、要求的整齐划一与

学生学习可能性的客观差异之间的矛盾，远离高耗低效，

对接“两型”要求。“三分”教学模式下的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课堂，超前生与学困生再不会因互当“陪客”“陪读”而

几败俱伤，而是“陪伴”“陪友”因各得其所而自得其乐。

我们期望着，“学困生打基础有劲头，常态生盼提高有奔

头，超前生求拓展有甜头”的鲜活、和谐、适负、高效的小

学语文教育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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