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阅读 潜研纳新

深圳市立言教育研究院 张淑荣



印而迹

坚且守

变则通

通必达

主题阅读



印而迹

Part 1

       阿根廷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豪

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说：“语言本是魔

法的符号，后来遭到时间变本加厉的耗损。

诗人的使命就是恢复它原本具有、如今已

经泯灭的优点。”

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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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1.1时间印迹

2009

深圳市宝安区
黄田小学的校
本教材研究

2004

中国教育学会教
育实验研究分会
子课题

《新语文主题阅读》
读本面世

2008

《你读我诵》读
本出版并成立公
司进行市场运作

第一届年会
发布教材体系

2010

2011

第二、三届年会
发布教法体系与
评价体系，学校
打造语文特色配
套服务项目的开
发

教材体系改版升级、
教法更趋完备

2013

2014

《中学主题阅读》
读本出版

2015

主题阅读升级为主题探究

2016

创建学校课程顶层设计
项目，研究院成立，随
统编教材进行改版

公司架构初见雏形，与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成立合资公司

2018

2019

《立小言作文课》面世；
拥抱互联网+，赢得大未来

2020

“立小言教师吧”上线；
未来已来，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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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专家印迹
内蒙古、黑龙江

海南

新疆

福建

山东

广西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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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会印迹

第一届  深圳

第二届  广东广州

第三届  陕西西安 
第四届  内蒙古赤峰  
第五届  重庆

第六届  山东烟台

第七届  云南蒙自

第八届  内蒙古鄂尔多斯

第九届  四川西昌

第十届  陕西西安

第十一届 山东青岛；贵州



坚且守

Part 2

 

“我是盲人，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预见到道路不止一条。
每一件事物同时又是无数事物。
你是上帝展示在我失明的眼睛前的音乐、
天穹、宫殿、江河、天使、深沉的玫瑰，

隐秘而没有穷期。”

                       ——博尔赫斯《永久的玫瑰》

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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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语文课标

课程的基本理念
(一)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

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

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

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

(二)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
  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独特体验。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

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

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

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

  语文课程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

等方面的影响，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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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语文课标

(三)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

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

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评价方

式的设计，都应有助于这种学习方式的形成。

       语文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是培养学生

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应该积极提倡。

(四)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语文课程应植根于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

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

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初步获得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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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教材地位

     “持教材”上好语文课。不仅仅讲课文内容，还要
按照教材编写者意图，从导语、插画、注释到练习，架
起一堂语文课的基本框架。（王旭明）

   “部编版”坚持德育为魂、能力为重、基础为先和创
新至上,以立德树人、守正创新和语文素养为编写理念。                    
“部编本”选文强调经典性、文质兼美、适宜教学,并适
当兼顾时代性。  

     “部编版”对阅读教学编排更是独具匠心，注重“双
线组织单元、构建‘三位一体’的阅读体系”，提倡“多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

人文主题

语文要素？

教读
自读
课外阅读

语文要素包括
必要的语文知
识、必需的语
文能力、适当
的学习策略和
学习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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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教材地位

习作单元在一册书的位置：三至六年级上册全是第五单元，六年级下册是第三单元。

为什么不放在第一单元或最后一个单元？

年  级 单元 习作主题 解      读 作     用 明      确

四年级
上册

一 推荐一个好地方 写清楚推荐理由。

二 小小“动物园” 写家人，印象深刻的，比喻

三 写观察日记 日记体，观察。写清楚过程。

四 我和     过一天 想象写故事。

五 生活万花筒 按一定顺序把事情写清楚。承上启下

六 记一次游戏 按一定顺序把游戏写清楚。

七 写信 应用文体

八 我的心儿怦怦跳 写清楚经过和感受。

4次作文暴露了什
么问题？
每篇文章的写作
智慧在哪里？
阅读与习作能有
机结合吗？

写出的文章有明
显变化吗？

熟知整册教材的习作及
要求；
熟悉每篇课文的写作智
慧；
熟知怎么教每个单元。

找到学生习作问题所在；
采取有效策略进行指导；
用文教文，避免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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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一

《新主题阅读》
拓展二

《你读我诵》

拓展三

《立小言作文课》
拓展四
《王维诗中画》
《苏轼豪情词》
《辛弃疾豪情词》

1
部编
教材 2

3 4

基础课程与拓展课程

单篇阅读 多篇阅读 整本书阅读

教材地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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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教材地位

       于永正说：“如果把读书比作精神大餐，如果把语文课本比
作这道大餐中的“母乳”，那么《主题阅读》和《你读我诵》，
则是最贴近‘母乳’的‘婴儿乳粉’”。

+
“1+X”阅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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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主题阅读的基本理念

04

03

02

01一个主题就是一种思想

一个主题就是一种情感

一个主题就是一个知识体系

一个主题就是儿童的一个智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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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主题阅读课堂教学的显著特点

01

02

03

04



162.5 主题阅读的基本原则

习惯

方法
“得法于课内”

“得益于课外”

一课一得 得得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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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主题阅读的四大利器

起点：明确目标
引领学生批注式阅读

路径：学习方式
理清作者写作思路

要义：限时记忆
丰厚自己知识储备

路径：教学方式
品词析句培养语感



变则通

Part 3

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

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

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

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

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

让每一个脚印都坚实而有力量。

                  ——汪国真《走向远方》（节选）

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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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观点

       19世纪七十年代末，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忧虑地

说：“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当下不容忽视的

一个严重问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

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

还认识不足。……十年时间，2700个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

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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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语文教学现状

课堂融量问题。

少

01
02

03
04

05

课堂节奏问题。

慢

教学设计与
学情对接问题。

差

课堂时间分配问题。

费

教与学的方式
问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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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先进理念引领我

       温儒敏教授说：所谓“1+X”的办法，即讲一篇课文，附加若干篇

泛读或者课外阅读的文章，让学生自己读，读不懂也没关系，慢慢就弄

懂了。这就是为了增加阅读量，改变全是精读精讲，而且处处指向写作

的那种教学习惯。 

        温儒敏教授提出，一节课40分钟，只教一篇课文是远远不够的，需

要老师们都成为             ？              ，为学生选择适合的读物，补充进课

堂，采用1+X的方式，以一篇带一篇，一篇带几篇，一篇带整本书阅读的

方式，在课堂中就加大阅读量，让孩子在课堂中              ？           。

课程开发者

多读书

       王旭明说：“老师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将教材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

如何将教学内容转化为学生学习的过程。”



22 3.2先进理念引领

教
什么

怎么
教

教得
怎样

语文
教学

大单元主题教学意识：单元内整合；课内与课
外整合；单篇与整本书整合。比较阅读。
自学提示导航；学习目标定位、环节目标定位。
读一读；说一说；写一写。
七大课型皆有法。

教材中最有价值的语文要素点（知）；学生

自学达不到的点（疑）；唤起学生共鸣的情

感点（情）；激发生命在场的共生点（创）

自评、他评；过程评、终结评。分享展示课。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3.3立言教育研究团队一直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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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把书目的提供和语文教学结合起来。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3.3立言教育研究团队一直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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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3.3主题阅读“一主三翼”教材体系

素养

读

写 听说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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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立言教育研究团队一直在“通”——方法

教
给
学
生
思
维
方
法

任
务
驱
动
落
到
教
材
中

阅读批
注里有
方法、
有任务，
引导学
生思维。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3.4立言教育研究团队一直在“通”——诵读方法多样化

27

《

你
读
我
诵》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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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立言教育研究团队一直在“通”

习
作
训
练
有
趣
有
法

阅
读
训
练
有
解
有
做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3.5主题阅读“大单元主题教学法”主要课型

以文带文课型

单元导读课型

自主阅读课型

基础训练课型

读写联动课型

展示分享课型 七大
课型

整体识字课型总起布局，撒网

逐
步
展
开
，
推
进

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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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单元导读课型之法

小诗引入

01

表格梳理

填

03

名言识记

记

05

02 04

群文制图 提出问题

思

诵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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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整体识字课型之法

识字晋级

01

字理解析

释义

03

写字指导

强化

05

02 04

随文识字 归类识认

辨别

自测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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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以文带文课型之法

小诗引入

01

美段精读

悟法

03

定点带文

用法

05

02 04

一文默读 名言过渡

起承

主题

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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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读写联动课型之法

佳句背诵

01

仿创训练

写

03

润色修改

畅

05

02 04

美段精读 交流展示

思

记

理



343.5自主阅读课型之法

经典片断

01

批注感悟

思考

03

佳句识记

创写

05

02 04

自主阅读 交流展示

分享

引趣

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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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基础训练课型之法

诗文背诵

01

美段品析

活用法

03

反复检查

缜密思

05

02 04

词句训练 整篇训练

细审题

入情读

语境感



363.5分享展示课型之法

诵诗文

01

讲故事

说

03

示作品

创

05

02 04

读名言 演课本剧

演

记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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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教材”变“学材”；

 把关注教师的“教”转变为关注学生的“学”。

3.6立言教育研究团队一直在“通”

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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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20年3—5月，这个时间节点，通透！

微课制作，动漫视频，线上线下同步引领！

立言教育研究团队一直在“通”

“立小言·教师吧”

2018年—2019年，这个时间节点，创新！

《立小言作文课》



       立言最新研究成果
             ——“立小言作文课”

主  讲 人： 石家新
深圳市立言教育研究院



三 最喜爱的玩具 四 学写留言条 七 猫和老鼠



系统科学的

饶有兴趣的

有质有量的

点状式训练分布



二年级上册看图写话与统编教材语文要素点的联系

单元 人文主题 语文要素 立小言作文课

一 自然的秘密 积累并运用表示动作的词语。 小骡子找妈妈（动词）

二 识字 自主识字，课内外识字。 美丽的季节（积累、运用词句）

三 儿童生活 读课文能说出自己的感受或想法。最喜爱的玩具（感受、想法）

四 家乡 联系上下文了解词句的意思。 周末郊游（数量词、短语）

五 思维方法 初步体会课文讲述的道理。 农夫和兔子（编故事、想道理）

六 伟人 借助词句，了解课文内容。 看书还是玩手机（成语、句式）

七 想象 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猫和老鼠（写想象中的画面）

八 相处 借助提示，复述课文。

自主识字，自主阅读。

狐狸捉小兔（看图编故事）



看图片、随意说

玩游戏、找要素

给提示、规范说

读句子、完整说

第一步



看看图片，规范说。

根据提示，完整写。

第一步



观察图片要细致

加上词语更丰富

第二步



第二步

观察图片要细致

你演我猜，让动词动起来



课堂小剧场，让孩子动起来



根据提示，一段话写起来



主角在做什么

几个人物

（写词）

中心位置
或者大的

记叙

（写句）
主角怎么做的

找到主角

观察整个画面

看图写话

描写

（写段）

围绕主角写





教材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第七单元 第八单元

三上
猜猜他是

谁
写日记 我来编童

话 续写故事
我们眼中
的缤纷世

界

这儿真美 我有一个
想法

那次玩得
真高兴

三下 我的植物朋友 看图写作文 中华传统节日 我做了一项小
实验 奇妙的想象 身边那些有特

点的人 国宝大熊猫 这样想象真有
趣

四上
推荐一个
好地方

小小动物
园

写观察日
记

我和___过
一天

生活万花
筒

记一次游
戏 写信 我的心儿

怦怦跳

四下
我的乐园

我的奇思妙想  学写现代诗 我的动物朋友   游…… 我学会了…… 我的“自画像” 故事新编

五上
我的心爱

之物
漫画老师 缩写故事 20年后的

家乡
介绍一种

事物
我想对您

说
_______即

景
推荐一本

书

五下
 那一刻，
我长大了

 写读后感 研究报告  他______了  把一个人的
特点写具体

 神奇的探险
之旅

中国的世界文
化遗产  漫画的启示

六上
变形计 多彩的活

动
______让生
活更美好

笔尖流出
的故事

绕中心意
思写

学写倡议
书

我的拿手
好戏

有你，真
好！

六下
家乡的风

俗
写作品梗概 真情自然流露  心  愿

插上科学的翅
膀飞

 毕业前的一
封信

考场作文技巧
（一）

考场作文技巧
（二）



一  

写
人
模
型

形象、特点让人物活起来
三上——五上：强调抓住人物外貌、语言、动作等写清特点。
五下——六上：强调选取典型事例写清人物品质。

册次 话        题 目标要求

三上 猜猜他是谁 抓住人物外貌、性格等特征描写一个同学，体会习作乐趣。

三下 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 通过一两件事，写出人物特点，并把事情写清楚、写具体。

四上 小小“动物园” 转换视角，注意人与动物的相似之处，把印象最深的地方写出来。

四下 我的“自画像” 介绍自己的外貌、性格、爱好特长及其他情况，结合事例，运用语言、动
作等多种方法写出自己的特点。

五上 漫画老师 抓住人物多方面的特点，选择一两件能突出其特点的具体事例来写人物。

五下

他陶醉了 根据话题，写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写具体人物当时的动作、神态、语言。

把一个人的特点写具体 选取最典型的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特点，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具体描写人物特
点。

六上 有你，真好 选取典型事例表现人物，在具体叙述事情的过程中融入真挚的情感。



讲讲作文——写人篇

三上第一单元



讲讲作文——写人篇

三上第一单元



讲讲作文——写人篇

三上第一单元





讲讲作文——写人篇

四上第二单元



讲讲作文——写人篇

四上第二单元



讲讲作文——写人篇

四上第二单元



二  

叙
事
模
型

册 次 话    题 目标要求

三上 那次玩得真高兴 写清事情的过程，写出心情。

三下

看图画，写一写 根据图中人物、事情、动作，写清放风筝的过程，想象人物语言。

写一个传统节日 写清自己家过节的过程或节日中发生的印象深刻的故事。

我做了一项小实验 把做小实验的经过写清楚，并写出做实验时的心情及有趣发现等。

四上

生活万花筒 按一定顺序把生活中的事情经过写清楚。

记一次游戏 按一定顺序写清楚游戏情景，融入心情。

我的心儿怦怦跳 叙述清楚事情的经过和当时的感受。

四下
我学会了_____ 按照顺序，写清楚学会事情的过程及学习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心情变

化。

五下 那一刻，我长大了 把自己受到触动、感到长大的那个瞬间写具体，记录当时感受。

六上

多彩的活动 写清楚活动过程，突出重点，点面结合。

___让生活更美好 选取典型事情来体现对生活的影响

围绕中心意思写 围绕中心意思，从不同方面或选择不同事例来写。

我的拿手好戏 按顺序叙述事情，注意详略得当。

六下

家乡的风俗 写清楚一次风俗活动现场、自身感受及看法。

让真情自然流露 在有条理、具体叙述事情的过程中，真实自然地表达情感变化。



讲讲作文——写事篇



讲讲作文——写事篇



讲讲作文——写事篇



看一看

说一说

演一演

漫画

读一读

议一议

做一做

例文

填一填

仿一仿

理一理

结构

学一学

议一议

练一练

练招

搜一搜

记一记

用一用

素材

评一评

点一点

展一展

评价

标志环节

How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漫画 例文 练招 构思 习作

活动 例文 构思 练招 习作

习作 练招 修改 例文 评改

练招 例文 构思 习作 评改

课堂模式

How



短视频素材库作文课
立小言

 立小言

习作
用招

步骤
练招

讲讲
解招漫画

支招

作后指导
自评他评

作中指导、讲改片段

作前指导
自写片段



    每个孩子天生就是“小作家”，

他们头脑里贮藏着大量的“作品”，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激发，持

续地激活，适时地激励。



     立言研究最新成果

               ——“立小言·教师吧”



立小言微课的研究背景及理念

• 语文教师大多数是班主任，除了班务工作，留给备课的

时间还有多少？

• 在有限的备课时间里，如何让教学效果最大化？

• 教师对教材深刻解读，是否存在偏、浅、误等问题？

• 教师备课时间不足，如何克服课堂教学的随意性？

• 部分学生对语文课提不起兴趣，总感觉枯燥，怎么办？

• 阅读拓展，如何通过微视频从课内自然拓展到课外？



• 立小言微课短小精悍，一个微课，一个重点，都是依据统编教

材单元语文要素点或课后习题设计的。

• 时间和地点可以自主选择，视频播放快慢可调节，适合学生自

学。让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从中受益。

• 视频可反复播放，使那些平时反应慢的又羞于举手发问的学生

能够从容地反复观看，较好地解决了后进生的转化问题。

• 立小言家族伴学式，能唤起学生学习时的共鸣。

立小言微课的研究背景及理念

实用性

自主性

层次性

交互性



立小言 家族伴学



1 2

教师教学

有法有效
学生学习

有趣有料

立小言微课的优势



教师教学 有法有效

统编教材

每篇课文

示范朗读

讲讲朗读

统编教材写

字表中每个

字的示范书

写视频

讲讲阅读

聚焦统编教

材人文主题

与语文要素

每课3—5个

知识点

讲讲写字

聚焦统编教

材单元习作

汇集教案

课件、音视

频

讲讲作文



学生学习  有趣有料

立小言是千千万万个孩子的代表，让每一个孩子——

朗读好每一篇课文

写一手好字

有一种阅读好思维

作一笔有思想的文章

01. 

02. 

03. 

04. 

朗读课文

作好文

读好书

写好字



微课的研究策略2



微课的研究策略 讲讲阅读

立足教材
紧扣要素
分解学法
突破难点
拓展阅读

主题阅读实验研究



一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识字单元

讲讲阅读



三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语言要素点：





四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语文要素点：



四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语文要素点：



五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语文要素点：



六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语文要素点：







教师教学 有法有效

   
简简单单教语文！



通则达

Part4 

 

主题阅读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舒婷《这也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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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允漷《再谈核心素养 呼唤大单元设计》

• 学科核心素养的出台倒逼教学设计的变革，教学设计要从设计一个知识点或课

时转变为设计一个大单元 。

• 如何确定一个学期的大单元？

        考虑三个问题：一是研读本学期相关教材的逻辑与内容结构，厘清课程标准

的相关要求，分析学生的认知准备与心理准备，利用可得到的课程资源等，按照

规定的课时，确定本学期本学科的单元数等。二是依据学科核心素养的相关要求，

厘清本学期的大单元逻辑以及单元名称。三是一个单元至少要对接一个学科核心

素养，依据某个核心素养的要求，结合具体的教材，按某种大任务（或观念、项

目、问题）的逻辑，将相关知识或内容结构化。

                                                                                                （2019年4月11日）



89

崔允漷《单元如何设计，才能落实核心素养》

• 何为课程单元？第一，单元是课程、学习单位，不是知识点。第
二，单元是以一个大问题或大任务来组织目标、情境、知识点等
要素，成为一个相对独立或完整的学习单位。第三，单元是进阶
性的，体现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进阶过程。第四，单元是
组合性的，一个学期至少需要两个以上的单元。

• “语文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 语文素养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自己不断地言语实践逐步养
成的。

• 语文学习的内容是任务而不是课文，课文只是要学生完成之任务
的范例。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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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阅读大单元教学14课时整体安排

课    次 课    型  内    容 说   明
第1课时 单元导读课 导读、导法、导行、导趣 总起、定向

第2—5课时 以文带文课 得法于课内，用法与课外 核心课型

第6—7课时 读写联动课 读写结合点 迁移、模仿、运用

第8-9课时 自主阅读课 圈画点批注
得法于课内，用法于
课外

第10—12课时
习作指导、讲评课、

展示课

选材、构思、写法、表达

学会运用修改符号修改习作
讲练结合

第13课时 基础训练课
教材中要求掌握的最基础的字词
句知识

内容前置，任务驱动，
目标激励

第14课时 分享展示课
展示本单元积累的诗文、搜集到

的资料，只展示结果 
综合性学习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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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第六单元大单元14课时教学整体安排
课时 课型 一主教材（基础课程） 两翼读本（拓展课程） 学习任务

1 单元导读
《慈母情深》《父爱之舟》
《“精彩极了”和“糟糕

透了”》

《主题阅读》：6篇
《你读我诵》：11篇

明确单元主题——人间第一情；背诵单元小
诗、重点段和《你读我诵》中的诗文。

2-3 以文带文
读写联动

《慈母情深》
《母亲》

《没有上锁的门》

默读，边读边想象文中场景，并说说感受；
划出细节描写的句子并领会其表达效果。创
设情境小练笔。

4-5 以文带文
读写联动

《父爱之舟》
《拐弯处的回头》
《谁与我同行》

默读，概括并品味难忘的场景；理解重点语
句中蕴含的情感；标题的作用。

6 以文带文 《“精彩极了”和“糟糕
透了”》（略读）

《叫母亲，太沉重》
《多年父子成兄弟》

默读课文，批注精彩的场景并交流。

7 自主阅读 推荐书目
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

个人去了》
积累好词好句，并进行感悟式批注。

8 基础训练 补充写父母的古诗 《你读我诵》11篇 背诵古诗和现代诗，并能自己写短诗。

9-10 基础训练 语文园地 单元检测题
拓展训练，体会结尾段的特点和作用；品味
场景描写的作用。用“那一次”写一段话。

11-
13 单元习作 《我想对您说》 《立小言作文课》

指导课、讲评课、展示课

14 分享展示 教材中的精彩语段 《你读我诵》：11篇  学生自主展示单元识记积累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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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第六单元大单元14课时教学整体安排
课时 课型 一主教材（基础课程） 两翼读本（拓展课程） 学习任务

1 单元导读
《慈母情深》《父爱之舟》
《“精彩极了”和“糟糕

透了”》

《主题阅读》：6篇
《你读我诵》：11篇

明确单元主题——人间第一情；背诵单元小
诗、重点段和《你读我诵》中的诗文。

2-3 以文带文
《慈母情深》《父爱之舟》
《“精彩极了”和“糟糕

透了”》
《母亲》 找出场景描写的句段并领会其表达效果。

4-5 以文带文
《慈母情深》《父爱之舟》
《“精彩极了”和“糟糕

透了”》

《拐弯处的回头》 默读，概括并品味难忘的场景。体会蕴含的
情感。

6 以文带文
《慈母情深》《父爱之舟》
《“精彩极了”和“糟糕

透了”》
《叫母亲，太沉重》

找出细节描写的句段并领会其表达效果。理
解重点语句中蕴含的情感；标题的作用。

7    读写联动 《父爱之舟》 《谁与我同行》 仿写细节描写和场景描写，交流后修改。

8 自主阅读 推荐书目
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

个人去了》
积累好词好句，并进行感悟式批注。

9-10 基础训练 语文园地 单元检测题
拓展训练，体会结尾段的特点和作用；品味
场景描写的作用。用“那一次”写一段话。

11-
13 单元习作 《我想对您说》 《立小言作文课》

指导课、讲评课、展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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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 重点字词 积累句或段 概括内容 疑问点
学习目

标

《慈母情深》

《父爱之舟》

《精彩极了》

三篇文章的
相同点

课前预习：我要做一做
1.通读三篇课文，完成表格。要求最少完成前三项。

2.浏览教材、《主题阅读》和《你读我诵》，完成单元内容的思维导图（三级）。
要求围绕单元主题，突出重点内容。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五上第六单元“单元导读课”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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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节：单元小诗导入，明确单元主题（3分钟）

1.师生承接读：

师：母爱是不上锁的门，
生：是长长的穿针线，
师：是开饭前那悠远的呼唤；
生：父爱是转弯处的回头，
师：是脊背上的温暖，
生：是夜晚里的灯。
师：蓦然回首，
生：我惊奇地发现——
原来我的心跳竟是父母的整个世界。

2.填空背诵读

母爱是                    ，
是                           ，
是开饭前                ；
父爱是                    ，
是                            ，
是                       。
蓦然回首，
我惊奇地发现——
原来           竟是父母的               。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五上第六单元“单元导读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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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环节：读单元导读页，明确学习目标（1分钟）
阅读要素：体会作者描写的场景，细节中蕴含的感情。
习作要素：用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第三环节：浏览课文内容，提出有价值的问题（30分钟）
完成课前预习未完成的后两项内容。

课文 重点字词 积累句或段 概括内容 疑问点
定自己的
学习目标

《慈母情深》

《父爱之舟》

《精彩极了》

三篇文章的
相同点

第四环节：展示学习成果（6分钟）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以文带文课型方法

96

方

法 解














释 带文类型

蚕食式
带入法

其过程是慢慢咀嚼、体味，像蚕食桑叶一样，一点点地
理解和感悟。

一文带一文。
适合那些内涵
丰富、意义深
远的篇目。

鸟鸣式
带入法

围绕一个主题，在一定范围内，让学生自主选择读哪些
篇目，留给学生一定的自主阅读时间和空间，进行散文
式“形散而神不散”的个性化阅读，实现阅读目标的
“不求知识同一，力求自主创新”。

并列式带文

鲸吞式
诵读法

先诵读后反刍，利用小学生记忆力水平高的优势，把一
些浅显易懂、朗朗上口的经典“吞下去”，快速记忆，
高效积累。

一文带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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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节：认识“场景（面）描写”
活动1，品读经典段落

景

物

人

事

感觉

活动2，归纳要点
       场景描写是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范围内以人物活动（往往是众多人
物）为中心的生活画面的描写。由人、事、境构成。
       场景描写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动态"的描写。要交代场面背景；要写出
气氛；要注意顺序（一般是由面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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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环节：再认“场景（面）描写”的语段

活动1，自主阅读

自学提示：

       默读《父爱之舟》《精彩极了》，用【 】划出场景描写的语段，并用

“     ”批注出场景描写的要素点。

预设：

《父爱之舟》3段，父亲为我要换房间。第4段，父亲陪我逛庙会。第5段，

雨雪天背我上学。第8段，夜晚摇船送我考试。第9段，父亲为我缝补棉被。

《精彩极了》5-14段，父亲评价我的诗。

活动2 ，展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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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环节：体会“场景（面）描写”的作用
活动1，精读一段，总结作用 作用：

1.渲染气氛
2.塑造人物
3.表现主题

（《父爱之舟》）

1.点面结合，渲染盛大场面和热闹的气氛。
2.塑造了节俭、疼爱、想方设法满足儿子
心愿的父亲形象，表现了父子情深。

3. 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感激之情，突出

了父爱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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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2，再读一段，旁批作用

当堂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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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环节：课堂训练
细读下列句子，判断哪句是场景描写，哪句是细节描写？
其中场景描写句填A，细节描写句填B。
1.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母亲说着， 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 一

条手臂搂着我。《母亲》（      ）
2. 母亲这才抬起 头来，仰望着年轻警察，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母亲》

（      ）
3. 爸爸依然笃（dǔ）定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回头……可是当他走

到拐弯处，就在他侧身拐弯的那一刹那， 好像不经意似的悄悄回过头来，很快地瞟了弟弟他
们一眼，然后才消失在拐弯后面。《在拐弯处回头》（    ）

4. 她把母亲摇醒，喊道：“是我，是我！女儿回来了！” 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擦干眼
泪，果真是女儿。母女二人紧紧抱在一起，女儿问：“门怎么没有锁？我还以为有贼闯了进
来。” 母亲柔声说：“自打你离家后，这扇门就再也没有上锁。”《没上锁的门》（    ）

5. 一条 窄窄的山道，铺着青石，是乡村独轮车行的路。两旁是过 人的小树林，风一吹来，飒
（sà）飒作响。间或林子里有 夜莺和爬行动物鸣叫，全身毛孔大张，一身冷汗。有月亮 时，
从密密的枝丫间透出些淡淡的光亮来，洒在青石路上， 行来可稍见轻松些；若遇伸手不见五
指的夜晚，心口便如 兜着一只小兔。 《谁与我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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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节：认识细节描写
活动1，认真读下列句子，辨别是细节描写的语句。在是的后面打“√”。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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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2，小结
      1. 细节描写是指作品中一些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细小事物、人物的
某些细微的举止行动的具体细腻的描写。
       2.细节描写的分类：
          写人的细节——外貌、语言、动作等。
          写物和景的细节——形态、质地、色彩等。

第二环节：领会细节描写的作用
对比句子，体会细节描写的作用。
①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票，用龟裂的手指数着。
②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手指数着。

1.塑造人物形象；
2.标明情节的发展；
3.增强记叙的质感
  真实、丰满、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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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环节：从课文中找出细节描写的句子，读中体会。
预设：

1.

2.

3.“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母亲说着， 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 一条手臂搂着我。 天渐渐黑了。我和母亲坐
在那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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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环节：理清场景描写与细节描写的关系
比读《父爱之舟》第4段和第5段，体会两者的关系。

 场景描写需要细节去填充，如此，场景才会具体可感。
 细节在适当的场景中才能彰显出独特的表达效果。
 在记叙文写作构思过程中，要把两者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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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节：精读一段，体会“场景描写”

场面铺排着写

人物活动穿插着写

人物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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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一段，品味写作角度

（《谁与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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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环节：创设情境，写“场景描写”

1.体艺节开幕式
2. 运动会比赛现场
3.参观手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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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环节：同桌交流，补充修改。

第四环节：全班展示，点评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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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学情估量
学生只知道细节描
写，并不一定认识
场景描写。

终点：学习目标

台阶一

台阶二

台阶三

理解场景描写的作用。

认识场景描写。

学习写场景描写。

大任务：
学会场景描写。

1.认识场景描写，
并体会其作用。
2.学会写场景描写。

学习方式：
例文理解

学习方式：
分析和归纳

学习方式：
情景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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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方法是在课堂上
得到的

阅读能力是在大量的课
外阅读中最终形成的

核心
素养

       王荣生说：“阅读能力至少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需要
具备认识字词和理解语句这样的                     。二是需要

具备相应的                ，比如说百科知识和生活经验。三

是需要掌握阅读能力的核心——                  。

解码能力
背景知识

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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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经验   人生经验

起点：学情估量

终点：学习目标

语文经验   人生经验

起点：学情估量

终点：学习目标

台阶一

台阶二

台阶三
教学内容的确定，就是
确定教学终点、起点及
其路径的过程。

阅读教学的路径就是填补
起点到终点之间落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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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学情估量
什么是好标题？
好标题如何拟？

终点：学习目标

台阶一

台阶二

台阶三

解读标题的作用。

分析三篇文章标题的特点。

“慈母情深”：陈述法
“父爱之舟”：比喻手法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引用法

“父爱之舟”换成“小舟”可以吗？
比喻手法；成长中细心陪伴；感激之情。

迁移训练

标题作用：
①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②点明文章中心；
③象征意义；
④设置悬念，引发读者兴趣；
⑤贯穿全文，为文章的线索；
⑥一语双关。

1.理解标题的作用。
2.透过标题体会作者的感情。

1.“拐弯处的回头”
   “没有上锁的门”
   “谁与我同行”
2.把你写过的作文标题再改改。



《慈母情深》课例分享

民族路小学  赵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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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舐犊情深



统编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慈母情深》

舐犊情深

《父爱之舟》《“精彩极了”和
“糟糕透了”》

《慈母情深》《游子吟》
《懂你》
《呵，母亲》
《我是云彩妈妈
是月亮》

《父亲，我没有
把我自己带来》
《想给父亲做一
回父亲》（节选）
《给父亲》

《诗经.蓼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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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舐犊情深

      《慈母情深》讲述的是贫穷辛劳的母亲不顾同
事的劝阻，毫不犹豫地给钱让“我”买《青年近卫军》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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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过批注阅读，品读环境描写（应改为场景描写）以

及对母亲细节描写的语句，感受母爱的深沉与宽广，感受母

子之间的情感。

      2. 通过带文《母亲》，品读细节描写的词句，深化母爱

的伟大。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1.“一主”教材:《慈母情深》
2.《你读我诵》：《母亲》（节选）                          
3.《新主题阅读》：《母亲》

统编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小诗引路

统编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教学环节“一主”教材学习

“两翼”带文学习

名言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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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诗引路”环节对应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与时间 学生活动 教学目标

《你读我诵》：        
《母亲》（节选）

时间：5分钟

读一读

记一记

1.通过多种方式朗读小诗，初步

感受母爱的温暖。

2.积累语言，提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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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诗引路”环节对应的教学过程

1.自读小诗《呵，母亲》（节选）
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鬓，
我禁不住像儿时一样，
紧紧拉住你的衣襟。
呵，母亲，
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
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
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

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
生怕浣洗会使它
失去你特有的温馨。
呵，母亲，
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
生怕记忆也一样褪色呵，我怎敢轻易打开它
的画屏？

2. 师生承接读
3. 引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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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教材学习环节对应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与时间 学生活动 教学目标

 自主批注阅读:
“一主”教材

《慈母情深》

时间：20分钟

   

   读一读
  画一画
  写一写
  说一说

        通过批注阅读、品读对环
境描写以及对母亲细节描写的语
句，感受母爱的深沉与宽广，感
受母子之间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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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主”教材学习环节对应的教学过程

师：故事是从一元多钱开始的，因为作者特别想买一本书，那就是——《青年近卫军》。

       1. 补充资料，做好铺垫

师：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十分渴望能拥有这本书，想得整天失魂落魄，于是在自

己的怂恿下，第一次走进了母亲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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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主”教材学习环节对应的教学过程

2. 探究学习
（1）出示阅读导航，批注阅读。

（2）分享交流
          我找到的句子是_____，这是对_______描写，通过词语
_______，让我感受到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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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当我买进厂房的大门，我看见——

女：不足二百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

女：酷暑炎夏，不能开窗，犹如身在蒸笼。
齐：七八十台破旧机器，噪声震耳欲聋。
师：我没想到的是母亲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
齐：没有想到母亲为了挣钱却倍受煎熬。

此时我想说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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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读感悟

分享交流(细节描写）
          我找到的句子是_____，这是对_______描写，通过词语_______，让我感受到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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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如果有人问：慈母情深深几许？

男：情深藏在母亲瘦弱的脊背里，

女：藏在母亲疲惫的双眼中。

师：慈母情深深几许？

男：情深藏在母亲的忙碌里，

女： 藏在母亲毫不犹豫的给予中。

生： 慈母情深永远藏在儿女的心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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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那一天，我震惊了

生：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

师：那一天，我长大了

生：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是个大人了

师：那一天，我鼻子一酸，心一阵疼痛

生：我用那一元五角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师：那一天，我明白了

生：慈母情深深似海

        孝子意浓浓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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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翼”带文学习环节对应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与时间 学生活动 教学目标

《主题阅读》:《母亲》
时间：10分钟

读一读
画一画
说一说

通过找出、品读对母亲的细节
描写的词句，感悟母爱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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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翼”带文学习环节对应的教学过程

过渡：
        刚刚我们通过场景描写和人物的细节描写感受慈母情深。我们用这种
方法再来看梁晓声的另外一篇温暖的文章《母亲》。

1.出示自主批注阅读提示。
       快速浏览《新主题阅读》中的《母亲》。画出文中对母亲的细节描写
（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的句子，并批注阅读感受。
2.汇报分享。
  我从______（读句子）这一处的______描写中，感受到母亲的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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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升华学习环节对应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与时间 学生活动 教学目标

《新主题阅读》时间：
5 分钟

读一读
背一背 积累背诵

                     梁晓声《母亲》片段：
    六十年代初期，大多数老百姓家境艰难。当年父亲远在外地，三年才回来一次。母亲是临时
工，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她每天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大饼子，悄无声息地离开家，
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左右。母亲加班，我们就一连几天，甚至十天半月见不着母亲的面孔，
就为了那每月27元的工资。一元五毛钱，相当于有的家庭几天的生活费。要买一本一元五角钱的
书就是最大的奢侈了。即使是这样，每次我要钱买书，母亲都很大方，从不让我难堪！至今我都
珍藏着我的第一本课外书《青年近卫军》。

师：珍藏至今的不仅是第一本课外书，还有这份慈母情深也将珍藏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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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题阅读是有思考的阅读

博学之
阅读要广泛，学
习对象要广阔。

审问之

强调思考的重要性。

慎思之

强调思考的重要性。

明辨之

强调思考的重要性。

笃行之

强调学以致用

《中庸》五环节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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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题阅读类文比读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学会高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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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带文不是一味追求阅读数量之多，也不是单纯追求形式的多
样化，而主要落脚于思维训练，是思想的碰撞与交流。

• 主题阅读模式，倡导多文本的比较、分析、整合和反思，这不仅
有利于学生增加阅读积累，更重要的是打破思维定势，培养学生
思维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增进阅读素养。

• 比较点：题材、表现手法、结构、情感等。
• 举一反三、举三得一、把“一”变成能力。
• 多个“一”累积成素养。

主题阅读是有思考的阅读

有思考的阅读才叫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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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先进理念引领

守住语文体性。必须是语文知识。不仅要将言语表现的知识、技巧、
智慧统一起来，在内容、形式统一的过程中突出言语形式，更要在具
体的文本解读、阅读教育实践中遵循从形式到内容再返回形式的解读
路径，使理解不断深化。

入门
辨识文本类性。类性指文本的文类（含文体）特性。
小说、散文、诗歌。也可以跨类而教。

开掘文本篇性。篇性指文本中体现作者独特
的言语表现个性和智慧，这是在同文类视域
下区别不同作者的不同文本，或同一作者的
不同文本表现力特色、差异的一个重要标识。

彰显语文言语性。质疑、讨论、辩驳、
演讲，激活学养，化知成智，走向创造。

入行

入境

入道

汲庆安《语文阅读教育的四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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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篇到单元的解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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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篇到单元的解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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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写作
搭好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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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篇到多篇的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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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学情估量
什么是好标题？
好标题如何拟？

终点：学习目标

台阶一

台阶二

台阶三

解读标题的作用。

分析三篇文章标题的特点。

迁移训练

1.理解标题的作用。
2.透过标题体会作者的感情。课内           课外

《慈母情深》
《父爱之舟》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
《拐弯处的回头》
《没有上锁的门》
《谁与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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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力
SI KAOLI

做

好

一

行动力
XINGDONGLI

执行力
ZHIXINGLI

件

事

         钱理群说：“什么是教育，
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一群爱读书
的老师带着一群孩子一起读书。
就这么简单。”

       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说：“教育
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
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
命感、价值感唤醒。”

主题阅读达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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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教育
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在
《教育的目的》中写到，要教授
有用的而非僵化的知识，专门的
知识而非仅仅普通的知识，整合
的知识而非分离的知识。
       
       一个字儿是孤独的，两个字
组合到一起便可以用来形容人，
语言是很多字词的组合，并加入
个人的情感，当情感用语言去表
达时，便是使字词有了灵魂。

团队引领 专业知识

主题阅读研究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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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阅读
塑造孩子

心灵

学生习作有法

学生美读有法

教师课堂实施有
法

我们引领了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时代（10年）



张淑荣   
13528459676
微信：970308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