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教与学　 　 2024. 11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教学策略】

统编教材阅读链接的　 　 　
　 　 课程价值与教学策略

张兰琴

　 　 【摘　 要】“阅读链接”作为语文教材中的一个特殊板块,承载着知识拓展、阅读延伸、对比发现等任务,教
学时要掌握“阅读链接”的编排意图,围绕单元主题、紧扣教学目标、依据具体学情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实现

“阅读链接”的教学价值。
　 　 【关键词】阅读链接;编排意图;教学策略

　 　 一、“阅读链接”的课程价值

(一)着眼整本书阅读

叶圣陶先生曾明确提出并倡导学生要进行“整
本书阅读”,这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

版)》的要求是完全相符的。 教学统编教材中的文

章,既要紧扣单元主题,又要在研读课文的基础上关

注整本书,触摸原著,鼓励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 课

后的“阅读链接”就承载着由选文到着眼整本书阅读

的任务与价值。
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 2 课《祖父的园子》节选

自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 单元主题为“童
年往事”,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为单元语

文要素。 课文以第一人称方式介绍了“我”和祖父在

园中的快乐生活。 在作者笔下,园中的景物是色彩

明艳、充满活力、独立自在的,“我”在园子中的生活

更是无拘无束、自由快乐的。 但走进《呼兰河传》原
著,你会发现原来的欢乐只是留存在记忆中,那种令

人向往的自由也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挥之不去的

忧伤和无法排解的郁闷。 课后链接了《呼兰河传》原
文,通过研读,我们不难发现,这段文字中所蕴含的

思想感情与选文内容完全不同。 原本带给“我”快乐

自由的园子萧条了,疼爱“我”的祖父去世了,字里行

间透露着伤感。 这一“阅读链接”意在让学生着眼整

本,重新感知这篇课文,并体会快乐和悲伤交织的深

刻意味,进而获得更深层次的阅读体验。

(二)着眼同类文阅读

“阅读链接”内容与课文或单元都存在着某种关

联,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主题相同

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圆明园的毁灭》与课后阅

读链接的三首诗歌《七子之歌·澳门》《七子之歌·
香港》《和平宣言》主题相同,都表达了作者“不忘国

耻、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
2. 体裁相同

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军神》与阅读链接《丰

碑》不但主题相同,体裁也都是记叙文。 而且这两篇

文章都是通过对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等描写来表

现人物内心、凸显人物品质的。 通过同类型文章阅

读,意在引导学生学习并掌握描写人物内心的方法。
3. 题材相同

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马克·吐温写的《威尼斯

的小艇》与课后链接中朱自清的《威尼斯》和乔治·
桑的《威尼斯之夜》题材相同:都是对威尼斯进行描

写,都写到了“威尼斯的小艇”这一独具特色的交通

工具。 表达方法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都运用了动

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相结合的方法。
二、“阅读链接”的教学策略

(一)“链”课前,激发情感

1. 阅读“链说”,激发兴趣

“阅读链接”放在课前,充分调动孩子们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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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引发他们的阅读期待,会让阅读教学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比如,在教学《红楼春趣》前,笔者与学

生谈论起放风筝的趣事,抛出阅读任务:林庚先生小

时候在北平放风筝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快去读读

“阅读链接”吧。 在学生知道了作者小时候放风筝、
看断线风筝的感受和当时北平放风筝活动的盛况

后,笔者顺势布置任务:“无论什么年代,放风筝都是

那么有趣,那么吸引人。 让我们一起走进《红楼梦》
的大观园,去感受宝玉、黛玉等放风筝的乐趣吧。 这

两篇文章中对于放风筝有一个共同的说法,看谁最

先找到。”有了前面的“趣聊风筝”和“趣读风筝”,学
生再带着任务有目的地阅读课文时更易引起共鸣,
让“情”自然生发。

2. 阅读“链歌”,增强情感

在统编教材中,“诗歌”是一种特殊的链接形式。
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圆明园的毁灭》一课后链接了

《七子之歌·澳门》 《七子之歌·香港》和《和平宣

言》三首诗歌。 在教学时,笔者由链接中的诗歌转化

为歌曲导入,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
师:(师唱《七子之歌·澳门》)同学们,你们知

道老师唱的什么歌吗?
生:《七子之歌·澳门》。
师:(播放视频)是的,澳门被葡萄牙人侵占一百

多年,终于在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师:(呈现阅读链接《七子之歌·香港》)香港也

曾被英国占领,你们知道香港是什么时候回归的吗?
生:1997 年 7 月 1 日。
师:同学们,有一座园林在列强的侵占中化为灰

烬,再也看不到往日的辉煌了。 这座园林就是被称

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

那段屈辱的历史。
学生怀着一颗愤慨的心学习圆明园曾经的辉煌

和被列强毁灭的经过。 最后链接《和平宣言》,激发

学生的报国之志。
(二)“链”课中,提升能力

1. 补充拓展,促进理解

统编教材中部分课文的内容与作者的写作背景

有着密切关系,学生往往难以理解。 因此,“阅读链

接”一般都会编排相关内容,促进学生对课文的理

解。 比如,五年级上册《桂花雨》,作者琦君描写了儿

时“摇花乐”的美好场景,这些美好回忆中蕴藏着作

者浓浓的思乡之情。 本课要突破的教学重难点是体

会“浓浓乡情”和学习“借物抒情”的表达方法。 在

理解“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这句话的含义时,笔者是这样推进教学的:先抛

出问题,家乡的桂花和杭州的桂花比,哪个更香?
学生自由谈看法。 然后补充阅读琦君写的《春酒》
《水是故乡甜》两篇文章,学生不难发现,在作者心

中,美国的葡萄酒不及家乡的春酒,旅途中的矿泉

水也比不上家乡的水。 适时追问:“这是为什么

呢?”接着出示阅读链接《留予他年说梦痕》,学生

了解写作背景后明白了作者为什么更喜欢家乡的

事物,也就更加能体会到作者对家乡的深切思

念了。
基于同一主题“思乡”,对同一作家的作品进行

拓展阅读,避免了教师机械讲解的灌输式教学。 通

过学生自主探究、自主感悟,促进了学生对本课人文

主题的理解。 教学链接的适时介入,也让学生对“借
物抒情”这一表达方式有了更深的了解。

2. 互文比较,学习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阅读链接”与课

文进行比较,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法指导,使学生在习

得知识的同时习得方法。 比如,《威尼斯的小艇》一
课,在学完第 2 至 4 自然段时,可以链接阅读朱自清

的《威尼斯》,深入体会威尼斯水城的魅力、小艇与人

们生活的密切关系;在学完第 5 至 6 自然段后,可链

接阅读乔治·桑的《威尼斯之夜》,领略威尼斯夜晚

的独特风光。 接着引发学生思考:三位作家都写到

了威尼斯美丽的风光和威尼斯的小艇,在表达方法

上有何相似之处? 完成表格后交流。
表 1 对比阅读表格

《威尼斯的小艇》 《威尼斯》 《威尼斯之夜》

旅游途经地

动、静态描写

作者的感受

　 　 在此基础上,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梳理提炼写作

要领,如按照一定的游览顺序写,注意静态描写与动

态描写相结合,注意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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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作教学打基础。
(三)“链”课后,促进发展

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是阅读理解、习得方法的文

字凭借,但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阅读需求。 因此,教
学中要巧用阅读链接,引导学生迁移运用所学阅读

方法,由一篇文章带动一类文章,进而实现由“一篇”
到“一类”,再到“一本”的阅读拓展。

1. 学练结合,提升思维

有的阅读链接倡导学生把课中学到的方法运用

到新的文本阅读中,以促进学生读写迁移能力的

提高。
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编排了三首古诗和三篇

体现革命传统文化的课文。 《军神》一课“阅读链

接”安排了《丰碑》一文,该文讲述了舍己为人的

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战友,自己冻死在风雪中的

内容。 结合该单元语文要素 “通过课文中动作、
语言、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内心” ,笔者设计了

以下教学环节:抓住刘伯承的语言、动作、神态的

描写,走进“军神”的内心世界,体会“军神”钢铁

般的顽强意志;聚焦沃克医生前后态度的变化,进
一步体会“军神”令人震撼的坚毅品质;将《军神》
一课中学到的方法迁移运用到《丰碑》 一文阅读

中,完成学习单。
表 2 对比阅读学习单

内容 《军神》 《丰碑》

人物

事件

写作方法

相同之处:

课题含义

其他

我的阅读收获:

不同之处:

　 　 在课文阅读中学习方法,在“阅读链接”中迁移

运用,通过不断比较,发现不同文本间的相似之处,
观照语文要素,实现学用结合,又促进了学生思维能

力的提升。
2. 架设桥梁,阅读整本

“阅读链接”是一座阅读桥梁。 在教学中适时运

用“阅读链接”,就能为学生架起一座通向整本书阅

读的桥梁,进而扩大学生的阅读量,提高学生的文学

素养。
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以“走进中国古典名著”为

主题,共安排了四篇课文,旨在指导学生初步掌握阅

读我国古典名著的方法,从而对阅读古典名著产生

兴趣。 《草船借箭》按事情的发展顺序介绍了诸葛亮

巧施妙计借箭的故事。 课后的“阅读链接”安排的是

《三国演义》原著第四十六回的部分段落,对应课文

的第 8、第 9 自然段。 原著用的是半文半白的语言,
不似文言文那般深奥,也不似现代文那般易于理解。
因此,“阅读链接”的编排旨在教给学生阅读原著的

方法,降低阅读原著的难度。 笔者是这样组织教学

的:出示“阅读链接”《三国演义》原著第四十六回节

选,让学生读一读并找到原著选段中对应的课文段

落,比一比古今表达方式有何不同,说一说读后的感

受,总结、提炼阅读原著的方法。 再鼓励学生阅读整

本书,在班级内设“三国讲堂”,开展讲故事及课本剧

表演比赛,实现学生由一课走向整本书阅读的教学

目标。
总之,“阅读链接”作为教材内容的有效延伸,对

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促进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发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鉴于此,教师要充分发掘“阅读

链接”的价值,通过互文比较、学练结合等方式提升

学习能力,促进学生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友情. 巧借资料链接,助力阅读教学[ J]. 小学教学

研究:教研版,2018,(12):10 - 12.

[2]廖雪琴. 巧用“阅读链接”的策略[J]. 课外语文,2017,

(21):132.

[3]温儒敏. “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

建议[J]. 课程·教材·教法,2016,(11):3 - 11.

　 　 【作者简介】张兰琴,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崇德

实验学校(310020)。
　 　 【原文出处】 《 小 学 语 文 教 师》 ( 沪), 2024. 6.
27 ~ 30

·03·


	统编教材阅读链接的课程价值与教学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