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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泛读，梳理文本的情节与脉络

在阅读《苏东坡传》的过程中，首
先要求学生通读文本，且对文本中有
感触的地方进行批注；借用思维导图
整理出苏东坡大致的人生轨迹。在泛
读过程中，学生精心绘制出的思维导
图，展示出了文本的情节与脉络。这
样既节省了学生阅读文本的时间，又
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同时学生
对某些文字信息进行了自我意识的渗
透，有了一定的艺术加工，这样既忠实
于文本，又在艺术的建构领域高于文
本。因此，借助这种方式，为下一步的
阅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细致精读，探寻人物的品格和精神

在进行整本书阅读的过程中，学
生在泛读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精读，
探究人物的品格与精神。在细致精
读的过程中，主要是让学生重点关

注苏东坡的仕宦生涯。这时，通过
借助思维导图，既可梳理苏东坡起
起伏伏的为官经历，以及这个时期
的重要作品，又可深入挖掘传主的
形象，感知传主的品格与精神。同
时，思维导图的图形、线条、色彩、文
字又可以为学生带来全新的学习体
验,建构并丰富自己的认知框架、精
神世界，提高学生对作品的感知力
和鉴别力。

学生作品展示如下图：

学生借用思维导图重现了苏东
坡重要的仕宦经历，清楚地展现了他
历尽挫折与困苦的人生，但是苏轼并
没有自甘命运、自我放弃，比如在“二
落”时期，他和上层意见不合，主动请
辞外放，没有谄媚或迎合他人，而是坚
持自己的原则，在那个渴求为官、趋炎
附势的年代，苏轼的表现可谓是立场
坚定、不折不挠。

在课堂教学展示时，笔者预设了
四个流程：语堂眼中看东坡、语堂书
中识东坡、宣传报中绘东坡、档案史
论传东坡。引导学生从才情、品德、
政绩、心理、亲情、交友等方面，体味
苏轼的成长经历，深味《苏东坡传》
的阅读价值，激发阅读兴趣。

在分组绘制宣传海报的过程中，
突出苏轼给予人们的精神力量，吸
引更多的师生阅读。最后以林语堂
先生在《读书的艺术》中的话语做
结。他说：“世上常有古今异代相距
千百年的学者，因思想和感觉的相
同，竟会在书页上会面时完全融洽
和谐，如面对着自己的肖像一般。”
让学生从文字的魅力中再次感知苏
东坡的人生经历，领略苏东坡在充
满波折的人生路途中所蕴含的精神
品格，感知精神品格背后的文化内
涵。这种自我阅读和公开课展示阅
读成果相结合的方式，在整本书阅
读教学过程中，对培养学生的审美
鉴赏与创造能力，增强文化自觉是
十分重要的。

拓展联读，挖掘作品的主题与意蕴

学生在前面两种阅读方式的基
础上，对文本的情节脉络和人物的
品格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对
文本想要表达的主题意蕴也有了
初步的感知。这时如果想对作品
的主题与意蕴做深入挖掘，就需要
紧贴文本，借用思维导图整理出人
物生活的时代背景，同时借助手边
的资料进行拓展联读，将人物的背
景进行丰富，让学生在广阔的资料
中，去搜寻和思考林语堂想借助这
个 作 品 表 达 什 么 样 的 主 题 与 意
蕴。正如王春易老师在书中所言：

“要引导学生像评估员一样思考。”
在不断的思考中，彰显出过程性评
估的最大价值。

学生在拓展联读这一过程中，运

用思维导图清晰地再现了文本关于
时代背景的介绍。苏东坡经历了宋
代多位皇帝的执政，由于皇帝的性
情、思想、处境等不尽相同，苏东坡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活、为官可谓
是艰险万分、困难重重。但是，苏东
坡在每一次被贬谪的时候，都不自
怨自艾、颓废潦倒，反而越挫越勇，
努力为百姓谋福祉。比如其被贬杭
州的时候，遇到大旱、饥疫并作，他
积极赈灾，派以治病，并且疏浚西
湖，修建苏公堤，因而，杭州百姓家
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这样类似的做法还有很多，此处不
一一举例。

钱钟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
中说过：“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
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
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因此，
林语堂选择为苏东坡作传，应该也
是希望读者能够学习苏东坡为国
为 民 的 家 国 情 怀 ，面 对 困 境 与 磨
难，能够微笑应对，展现超脱与旷
达，树立远大的理想，让自己在人
生的道路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不 能 因 为 一 时 的 迷 茫 而 误 入 迷
途。苏东坡是那个时代的一面旗
帜，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乏旗帜，只
要用心，就会有所收获。

因此，在整本书阅读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引导学生合理地运用好思维
导图，可以让学生在整本书阅读的过
程中，通过分层联想使思维的逻辑性
得以提升；可以让学生思维与记忆并
重，改变死记硬背、碎片化进行整本
书阅读的方式。

思维导图在整本书阅读中的运用思维导图在整本书阅读中的运用
——以《苏东坡传》教学为例

□梁仙杨 彭建

现实生活中，存在于学
生脑海中的书籍内容往往
是零散的、无序的，甚至是
混乱的。而思维导图可针
对这些混杂的情况，进行信
息重组、认知重构、意蕴重
现等，进而引导学生走向更
为宽广的阅读领域，助力学
生思维品质的发展与提升，
实现评估的及时反馈。下
面笔者以《苏东坡传》整本
书阅读教学为例。

崔峦先生提倡简简单
单教语文。结合陕西省教
学名师陈阿莉老师提出的

“主线式”教学理念，笔者认
为“主线式”阅读教学要力
图为学生呈现一堂简约而
丰 富 ，简 单 而 深 刻 的 语 文
课，旨在让学生的语文能力
得到锻炼，思维得到提升，
情感得到升华。

小学高年级的课文篇幅
相对较长，文章线索相对复
杂，对于学生来说深入理解
文本内涵有一定的难度，而

“主线式”阅读教学能化繁
为简、化难为易，帮助学生
走 进 文 本 ，进 行 深 层 次 阅
读，领悟文本内涵。

“主线式”阅读教学，就
是教师在组织和指导学生
进行文本阅读的时候，不是
一味地按照文本的自然段
顺序去逐段讲解品析，而是
根据文本的内容特点及主
题思想，及时准确地找到品
读文本的切入点，抓住提纲
挈领的主要线索，让学生根
据这一主线，深入文本，品
味语言。

笔 者 针 对高年级语文
“主线式”阅读教学进行了初
步探究，在小学高年级的阅
读教学中，如何围绕文本主
题和单元训练要素设计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主线？笔者将
从以下四个方面浅谈。

以写作顺序设计主线

叶圣陶先生指出：“作
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强
调读者只有理清作者的思
路，才能正确认识作者对事
物的真正理解，体会作者所
抒发的真挚情感 ，才能 理
解 作 者 写 文 章 的 真 正 用
意 。 例 如 ，教 学 六 年 级 上
册《开国大典》时，在学生
初读了 1 至 3 段，感受了典
礼 的 恢 弘 场 面 后 ，引 导 学
生想一想：“课文从入场到
群 众 游 行 ，是 按 什 么 顺 序
写的？”并做标记。通过阅
读学生会发现“早上六点”

“下午三点整”“阅兵式开
始”“阅兵式完毕”“傍晚”

“晚上九点半”等标有明显
时 间 节点的词语，从而理
清文章是按照时间顺序叙
述的。在此基础上，深刻体
会中国人民对新中国诞生
的无比骄傲和振奋之情。

以人物形象设计主线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22 年版）在关于第三
学段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中 指 出 ：阅 读 欣 赏 革 命 领
袖、革命先烈创作的文学作
品 ，以 及 表 现 其 事 迹 的 诗
歌、小说、影视作品等，感受
革命领袖、革命先烈的伟大
精神世界和人格力量，认识
生命的价值；运用讲述、评
析等方式，交流自己的情感
体验。所以我们在教学革
命题材的内容时，重在让学
生认识人物形象。例如，六
年 级 上 册《十 六 年 前 的 回
忆》一文，李星华回忆了李
大钊被捕前后的事迹，为我
们还原了一位临危不惧、视
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主
人公既是平凡的父亲，又是
伟大的革命先驱。如何引
导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人物
形象？我设计的主线是：这
是一位怎样的父亲？在严
峻的形势下和反动派一次
次的交锋中，李大钊所表现
出来的临危不惧，忠于革命
事业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

他身上所展现的浓浓父爱
同样让人为之动容。在引
导学生交流时，李大钊的革
命先驱形象赫然而立，这位
具有家国情怀的父亲也深
深印在学生的心中。

以课文题目设计主线

特级教师孙双金老师
说：“文题是文章的眼睛和
灵魂，抓住了文题，也就抓
住了核心。”课文题目中的
关键字词或课题本身就是
文章的主旨所在。依据课
文题目设计主线，能准确把
握文章的精髓。在教学六
年级上册《狼牙山五壮士》
一文时，就可以抓住题目中
的“壮”字展开教学。课伊
始，指导学生初读课文，发现
课文叙述五位英雄的称呼从

“战士”改为“壮士”，让学生
思考为什么称呼发生了改
变？“壮”该如何理解？依此
设计本课的教学主线：从文
章的哪些描写中能感受到
五壮士的“壮”？从而展开
教学。组织学生细读文本，
体会五壮士“壮举”背后“壮
烈”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
可歌可泣，悲壮感人，从而
分散重点，突破难点，达成
教学目标。

以文章关键词句设计主线

如教学五年级上册《白
鹭》一文时，指导学生阅读并
找出中心句：白鹭是一首精
巧的诗。顺势抛出教学主
线：从文章的哪些描写中感
受到了“白鹭是一首精巧的
诗”？从而展开学习，通过
自主合作交流的方式对学
生进行辅导。绘制课文思
维导图，明确文章总分总的
结构，以及作者通过白鹭的
外形之美和不同场景的活
动来凸显主题，表达了作者
对白鹭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总结起来，我认为在小
学高年级的语文教学实践
中，设计一条清晰明了、有
价值的教学主线十分必要，
这样能让课堂教学化繁为
简、目标明确、更加高效，学
生也能在学习实践中进行
思辨性的阅读与表达，让语
文学习得言、得法。笔者认
为这便是“主线式”阅读教
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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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务 教 育 历 史 课 程 标 准 》
（2022 年版）明确指出，历史课程的
目标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
现历史课程育人功能，培养学生核
心素养，引导学生初步树立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明
理、增信、崇德、力行。新课程改革
下，我们的教育教学方式也要进行
相应的变化。

确立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要根
据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确定其经过
学习后在核心素养方面的达成度。
确定基于核心素养五位一体的综合
性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制订要以课
程目标、学业要求和学业质量标准为
依据，聚焦问题解决的实际程度，尤
其是学生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正
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教
学目标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测性，
使之指向学生通过学习表现出来的
进步程度。如在《甲午中日战争与列
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课中，基于学
科核心素养的落实、对课标的解读和
学情分析，我将教学目标确定为：

通过阅读课本资料和拓展材料，
能够客观了解甲午中日战争的起因
和经过，能从多角度分析甲午中日
战争清军战败的原因。通过阅读课
本基本知识，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和

空间要素罗列出甲午中日战争的概
况，知道邓世昌与黄海海战、旅顺战
役、威海溃败的基本史实。释读《甲
午战争形势图》《时局图》获取有效
历史信息。通过展示多元化的史
料，分析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
能从史料中提取有效的信息作为历
史解释的可靠证据，并据此提出自
己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比较《南京
条约》和《马关条约》的内容，具体分
析说明《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影响，
深刻理解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的半
殖民地程度大大加深了。

通过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基
本过程，引导学生深切感悟灾难深
重的中国遭受侵略的过程，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民族观。理
解什么是爱国主义，引导学生学习
和感悟历史，真正做到爱国并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学习邓
世昌等民族英雄不畏强暴、英勇作
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感悟民族意
识、感悟责任心。通过分析甲午中
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认识《马关
条约》的影响，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
观。认识一个民族的强与弱，国家
的先进与落后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

关，培养当代学生的家国情怀，激发
学生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学习，进
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目标。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整合教学内容

基于单元主题学习整合教学内
容：单元内容的整合需要将单元中的
相关内容连为一条教学线索，并明确
单元下各课的侧重点和关联，尤其要
发掘和梳理单元主题学习内容中蕴含
的具有培育核心素养的要素，从而发
挥单元整体学习的教育效果。

运用大概念对教学内容进行整
合：统领整个学习板块的大概念，如
中 国 古 代 史 中 的“ 统 一 多 民 族 国
家”，中国近代史中的“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中国现代史中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世界古代史中的“多元
文明”，世界近代史中的“资本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世
界现代史中的“战争与革命、和平与
发展”。学习单元中的大概念，能够
成为单元主题学习的重要抓手。例
如，中国古代史板块中的三国两晋
南北朝这部分内容，教师可将“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这一学习单元
的大概念。每一课的具体内容的大

概念，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教师可将“社会变革”作为大概念，
使学生从社会变革的视角认识这一
时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
等多方面的发展与变化。

渗透课程思政，发掘育人目标：
如在《甲午中日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
的狂潮》一课中，寻找课程思政元素
将育人目标确定为：为什么战争之后
还会有战争？为什么同样受到列强
侵略的日本会在十九世纪末期对已
经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发动战争？当
时的中国已经进行洋务运动，为什么
还是以失败告终？今天，中国面对全
球化的浪潮，我们应该怎么做？作为
当代学生，在面临困难时如何进行抉
择？甲午中日战争给我们留下很多
的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清政府
为什么会如此应对？中国民族意识
的觉醒和抗争给我们的思考，等等。

课堂教学的整体思路就是以这
场战争为依托，展示史料引导学生
在获取信息的时候多进行追问，在
追问的基础上引发学生对现实问题
的思考，体现历史学科以史为鉴的
教育功能，进而培养有社会责任感
的新时代接班人。

聚焦核心素养 培育时代新人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认识与培养

□王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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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

家庭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
场所，我们要发挥好家庭在劳动教
育中的基础作用。一是借助家长
会宣讲，切实提高家庭劳动教育意
识，让家长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的
必要性。二是合理安排家务劳动，
有意识地训练孩子。家长要在孩
子成长的不同阶段，利用学习空当
或者假期，有意识地给孩子安排家
务劳动。家长可以通过“劳动清
单”积分兑换制，激励孩子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洗自己的衣
服、洗碗筷、拖地、垃圾分类等，向
孩子传授家务劳动和相关生产劳
动的知识和技能，学校组织活动检
验。通过家庭劳动培养锻炼学生
劳动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学校劳动教育精细化

在班级日常管理中开展劳动
教育。首先，平日里可以安排教室、
环境区值日生，使学生人人有任务，
各负其责。其次，利用好班级劳动
实践箱，从育苗、栽培、施肥、浇水、

锄草、收割、记录、清理均由专人负
责，人人参与，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另外，在班级的精细化管理中，
有人负责开窗通风，有人负责电教
管理，有人负责下课物品摆放、检查
等，班级无小事，力争做到人人有事
干，事事有人管。最后，班主任还可
以开展创造性劳动教育，如让学生
自己布置家长会会场、办板报、下雪
后指导学生清除积雪等。我们班级
会有相应的评价制度，充分调动学
生参与劳动的积极性。

有效利用劳动实践基地，让
学生参与到农事活动中来。我校
有 4.2 亩劳动实践基地，这块基地
可谓是学生们的劳动体验乐园。
利用这块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农
耕劳动教育，首先让学生掌握农
耕的节气，在不同的时节安排学
生进行不同的劳动。在每一次的
实践活动中，先进行 15 分钟的农
事劳作理论学习，再进行 25 分钟
实践体验，课后要让学生谈劳动
实践感悟。整个过程下来，学生

们都会津津乐道地谈很多。每到
秋收的季节，学生们也最兴奋，他
们自己到实践园采摘，然后售卖，
每 个 人 脸 上 都 洋 溢 着 收 获 的 喜
悦。这样的劳动体验他们能不爱
吗？我想他们受益的不仅是增长
见识，锻炼技能，更多的是体会劳
动的幸福与快乐，树立了良好的劳
动价值观。

整合校园活动，拓展劳动教育途径

校园文化活动作为学校日常

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学校教育活
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实践
中，将劳动教育寓于校园节日活
动之中，以课程化的形式创新劳
动 教 育 方 式 ，发 挥 节 日 活 动 在
以 劳 树 德 、以 劳 增 智 、以 劳 健
体 、以 劳 益 美 等 方 面 的 教 育 作
用 ，促 进 学 生 亲 近 劳 动 的 积 极
情 感 、良 好 态 度 与 价 值 观 的 形
成 ，体 悟 劳 动 之 美 。 如 体 育 节
开 展“ 志 愿 行 ”活 动 ，为 运 动 员
端 水 、整 理 衣 物 、提 供 座 椅 ；读

书 节 开 展“ 小 馆 长 ”课 程 ，体 验
日 常 图 书 的 借 阅 与 管 理 工 作 。
让 学 生 在 更 广 阔 的 平 台 认 识 社
会 、感 悟 自 然 、观 察 生 活 、认 识
生 命 ，体 验 劳 动 的 劳 动 价 值 。
虽 然 这 些 都 是 基 础 性 的 劳 动 ，
但 却 能 彰 显 不 平 凡 的 价 值 ，让
学 生 的 情 操 、思 想 、性 格 等 不 断
受到熏陶和感染。

新时代劳动教育课在目标上
强调的不仅是劳动知识、技能的
学习，更是劳动态度、劳动习惯、
劳动价值观的培养；在内容上强
调回归生活，吸纳现代社会的劳
动样态，注重联系学生的生活实
际；在实施上，强调以劳动为育人
的 载 体 ，坚 持 在 劳 动 中 进 行 教
育。新时代劳动教育应立足于人
全面发展的教育形态，注重以手
脑并重的亲身劳动为载体，让学
生在出力流汗的劳动实践中实现
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创新的全
面育人功能。践行劳动教育，让
每一位学生爱上劳动，积极地去
参与劳动，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的责任。

践行劳动教育，让学生爱上劳动
□张 艳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
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可见，劳
动教育在大中小学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线教师兼班主任，要提高对劳动教育的
认识，思考如何践行劳动教育，让学生爱上劳动。

新时代劳动教育既要重视传统的劳动教育，也要更新对劳动的认识；新时代的劳动教
育要校内校外打通、课上课下结合、家庭社会参与，与“德智体美”融合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