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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reading volume of the low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reading	interest	and	habit,	the	characteristic	orientation	of	the	unified	textbook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Chinese	literacy	all	make	
it necessary for the low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to expand the same theme of reading teaching around Chinese elements. The 
theme development reading teaching of lower grades of Chinese elements can be pre-prepared to allow students to pass the basics, 
and then focus on the key points of the element teaching textbook, closely follow the “theme” to expand the material and grasp the 
elements for key training, and do a good job of timely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so that the lower grades can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ivate their reading ability, and improve their reading literacy in their targe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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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年级语文要素的主题拓展阅读教学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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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低年级阅读量的满足、学生阅读兴趣和习惯养成、统编教材的特点指向、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等众多因素都让小学低年
级进行围绕语文要素拓展同主题的阅读教学具备了必要性。低年级语文要素的主题拓展阅读教学可以前置预习单让学生基
础过关，再围绕要素教学课本重点，紧扣“主题”拓展素材后把握要素进行重点训练，并做好及时地反馈和评价工作，让
低年级学生在目标明确的学习中激发语文兴趣、培养阅读能力、提升阅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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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低年级语文要素主题拓展阅读教学的必

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原总督学柳斌曾说：“在现代社

会里，一个不重视阅读的学生是缺乏获取新知识能力、缺乏

发展潜能的学生；一个不重视阅读的家庭是文化内涵浅薄的

平庸的家庭；一个不重视阅读只重视应试的学校是呆板沉滞

的令人窒息的学校；一个不重视阅读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没

希望的民族。”[1] 阅读关系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

小学是阅读奠基的阶段，学生是否热爱阅读、是否具备初步

的阅读能力与素养都与此阶段息息相关，因此在小学阶段重

视阅读教学十分必要。

1.1 小学低年级主题拓展阅读教学的重要性

1.1.1 达到小学低年段语文阅读量的需求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指出，“应

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多读书，好读

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明确提出“学生 9 年课外阅读

总量达到 400 万字以上”，其中小学低段课外阅读量不得少

于 5 万字 [2]。自 2017 年统编语文教材开始推广起，阅读被推

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但按新教材 8 个单元每个单元 3~4 篇

文章计算，小学低年段的阅读量远远低于 5 万，因此要实现《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阅读量的目标在低年

段拓展课外阅读必不可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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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培养学生阅读习惯的要求

温儒敏教授指出：“中国语文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语文

不读书，读书少。语文的功能，不光是提高读写能力，最基

本的是培养读书的习惯。”[4] 而小学是阅读习惯养成、阅读

兴趣激发最关键的阶段，单纯靠阅读语文教材、靠教师对教

材的教学让学生了解阅读、热爱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以主题阅读素材为抓手，让学

生在教师带领下领略精彩的阅读世界，是养成阅读习惯有效

手段。

1.2 低年级从语文要素着手推进阅读教学的重要性

1.2.1 是充分利用统编教材、高效推进阅读教学的必

要手段

统编教材以双线组合单元的突出特点，给教师指明了明

确的教学目标，降低了教师教学难度的同时也降低了学生的

学习难度。教材阅读篇目中的语文要素在单元导读、课后习

题、语文园地中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将学生在语文学习

中的核心与重点置于更系统、更科学、更富含逻辑的体系中 [5]。

在阅读教学中，以语文要素的习得为重点教学目标，并拓展

同语文要素的阅读素材，能让语文要素在更明确、更高效的

阅读与训练中得以习得。

1.2.2 有助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

部编版语文教材主编温儒敏教授提出“语文核心素养”

是指“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

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无论是其中哪一方面的实现，

都依托于广泛的阅读 [6]。在小学低年段的阅读教学中以语文

要素为突破点，拓展同主题的阅读素材，能让学生在长时间

的阅读和阅读训练中，依照统编教材中蕴含的科学性、系统性、

逻辑性，遵从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而扎实地提升

语文核心素养。

2 基于低年级语文要素主题拓展阅读教学的

原则
2.1 准确把握语文要素

统编教材降低了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难度，将教学重

点以语文要素的形式在单元导读、课后习题及语文园地中有

规律呈现。这些语文要素是符合学生发展规律的，是遵从学

生学习规律而确定的，主要从阅读、写作两个方面系统安排。

因此，在准确把握语文要素的前提下，围绕语文要素拓展课

外阅读篇目，是扩大阅读量、进行阅读训练、提升阅读能力

针对性强、高效的主要策略之一。低年段的语文要素未像中

高年级一样在单元导读中呈现，所以更需要教师借助教师用

书、课后习题及语文园地，以单元为单位，整体备课、整体设计、

精准把握。

2.2 以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养成为主

虽然统编教材以语文要素的方式提出单位阅读与习作的

重点，让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更有针对性，但低年段语文要

素的相对淡化也符合低年段以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培养的主

题目标实现。因此，教师在围绕语文要素进行低年级拓展阅

读时不可操之过急、不可求全责备，应徐徐图之，着重培养

学生的阅读兴趣与习惯。

2.3 把握要素，“一课一得”

统编教材课与课之间、单元与单元之间、册与册之间，

甚至是整个小学阶段的教材之间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实现

语文要素的“一课一得”，甚至是“一单元一得”，围绕语

文要素，循序渐进地拓展阅读，学生的阅读素养会潜移默化

中得以加强。

2.4 难度适度

唯分数论的教育现状让小学语文教师普通存在“拔高”

难度的问题，教师害怕学生不会、害怕考试失利，所以不断

地提前训练，提高难度训练，导致学生学习兴趣衰减，对语

文阅读望而却步。小学低年段原本就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兴趣

与习惯，因此即使在围绕语文要素进行阅读训练时也应该在

充分解读语文课程标准的前提下，熟知各个阶段的教学目标，

拓展的阅读难度适中，保护学生的求知欲。

3 基于低年级语文要素主题拓展阅读教学模式

3.1 前置预习单，基础过关

教育中，教师应遵循“三教三不教”原则，即教重点、

教难点、教易错点，不教学生会的、不教学生能独立学会的、

不教学生学不会的 [7]。在小学低年段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教

师要设置预习单，预习单里会涵盖课文及同语文要素拓展阅

读篇目的字词、基本内容等，让学生在自学掌握基础，初步

了解课文及拓展篇目的内容。课堂上只在检测过关的基础上，

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语文要素的重点教学上，让课堂教

学更高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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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围绕要素，重点教学

有了充足的备课，了解课文学习的重点——语文要素的

教学目标，教师在检测预习情况、把好基础关的前提下，将

文章的重点集中在语文阅读的训练上。而语文要素的习得主

要通过课文教学。

3.3 紧扣“主题”，拓展素材

如果教师只是单纯地利用课文围绕语文要素进行教学，

学生的学习体验相对较少，而且没有可供再度训练和评测的

素材。因此，把准语文要素后从同作者、同内容主题、单纯

同语文要读几个方面出发，有意识地拓展“同主题”阅读素材，

教学目标和教学环节会更集中，教学难点更易突破。

3.4 把握要素，重点训练

确定一篇文章的语文要素后，进行同主题的课外阅读拓

展时教学应去粗存精、无须面面俱到，只聚焦语文要素进行

重点训练即可，这会让学生对学习目标掌握更明确，对语文

要素的训练更集中、目标达成更容易。

3.5 注重反馈，及时评价

学生在课堂进行同主题的课外阅读后，应通过课堂小练、

小组互测、上台展示等各种形式的活动让全体学生对目标的

掌握程度得以清晰反馈，教师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跟

进、及时讲评、及时辅导，长此以往，一课一得，每得必固，

学生的阅读能力便可扎实提高。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阅读

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语文课程应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加强阅读方法的指导，注重学生阅读实践，尊重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独特的感受。”[9] 在小学低年段围绕语文要素进行同

主题的拓展阅读能让学生在保持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的

前提下，让学生阅读素养的培养更有针对性、计划性、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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