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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利用小学语文教材插图
资源优化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

●黄　超

　　

[摘要]随着核心素养教育理念的提出,小学语文教学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本文在核心

素养背景下,以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插图资源为切入点,研究如何通过优化阅读教学,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水

平.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教学策略,旨在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改进提供有

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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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素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其中语

文素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插图作为小学语文教材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视觉信息在阅读中的作用愈发凸

显。 教师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插图资源，

探讨如何在核心素养背景下优化阅读教学，培养学生的语文

素养。

核心素养背景下利用小学语文教材插图资源优化阅

读教学的实践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视觉素养和文本解析能力

插图不仅仅是文章的装饰，更是一种信息传递的重要手

段。 在阅读教学中，通过让学生学会仔细观察、分析插

图，教师可以培养学生的视觉素养和文本解析能力，这种能

力的培养有助于拓展学生对图文并茂文章的理解深度，使他

们更全面地把握文章所蕴含的信息。

插图作为一种视觉元素，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能够在阅

读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 在核心素养教育理念

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培养其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通

过教师精心选择富有趣味性和表现力的插图，可以创造出一

个生动有趣的学习环境，让学生更主动地投入阅读活动中，

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二)拓展学生的思维维度

插图不仅仅是文字的附属，更是启发学生思考的媒介，

通过巧妙设计富有启发性的插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展开联

想、进行情感表达，从而拓展他们的思维维度。 这符合核

心素养背景下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目标，使学生在阅读中具备

更深层次的思考能力。 小学语文教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

的知识领域，而是应当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通过引入多领

域的插图，教师能够促进学科整合，让学生在阅读中涉猎更

多的知识领域。 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使他们在

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分析。

(三)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素养

插图往往包含着艺术的元素，通过赏析插图，学生能够

提高对文学审美的感知。 在核心素养的培养中，文学审美

素养是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欣赏

水平，使其更能够理解和感受文字中蕴含的情感和美感。

插图资源的分析和理解通常需要学生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在

观察和解析插图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进行小组讨论、分享观

点，从而增强他们的合作与沟通能力。 这也符合核心素养

理念中强调的合作精神，使学生在团队中共同进步，互相

启发。

(四)个性化学习的支持

每个学生对插图的理解和感受是不同的，因此，插图资

源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通过巧妙设计和引

导，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在插图的解析中找到

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实现更加个性化的学习。 个性化的

学习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 在实际教学中，通过合理利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插图

资源，教师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发展其核心素养，提升其语

文素养水平。 阅读教学优化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提高学生的

语文知识水平上，更在于培养其思维品质、合作能力和创造

力，为学生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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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利用小学语文教材插图资源优化阅

读教学的实践原则

(一)启发性原则和综合素养原则

在插图的选择和设计中，注重图像的启发性，以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兴趣，选择富有趣味性和表现力的插图，确保

图像具有生动性，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通过形象性和

生动性的插图，引导学生在阅读中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从

而培养他们对学习的浓厚兴趣。 插图的设计要全面考虑学

科领域，以促进学科整合，在图文并茂的教材中，应涵盖不

同学科的元素，使学生能够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多学科的知

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其具备跨学科思维和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二)个性化学习原则和思维拓展原则

针对学生个体差异，插图的设计应支持个性化学习，引

导学生在插图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元素，激发他们的学习热

情。 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喜好和水平，提供差异化的

插图资源，以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阅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学

习路径。 插图应当具有启发性，能够引导学生展开联想、

进行情感表达，从而拓展他们的思维维度。 通过巧妙设计

的插图，激发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培养其创造性思维。

插图的信息呈现应当有助于引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富有创意

地表达。

(三)合作与沟通原则和文学审美原则

插图的选择和分析过程应成为学生之间合作与沟通的契

机，通过小组讨论、分享观点等形式，促进学生之间的互

动。 教师可以设计任务，要求学生共同分析插图，从而增

强他们的合作与沟通能力，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插图设计

应当融入艺术元素，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素养，通过赏析插

图，培养学生对艺术的感知，使其更能理解和感受文字中蕴

含的情感和美感。 插图的艺术性应与文学内涵相互呼应，

促使学生形成对文学作品审美的独立见解。

(四)多媒体创作原则和及时反馈原则

鼓励学生参与多媒体创作，将插图资源应用于故事图

书、漫画故事板等多媒体形式。 通过这样的创作活动，学

生不仅能提高表达能力和创造力，还能更深入地理解文本，

并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创意作品。 教师在插图的选择

和分析过程中应及时提供反馈，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分析插

图。 通过个性化的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插图与文本

的关系，促进他们在阅读中的全面发展，及时反馈有助于学

生及时纠正错误，提高学习效果。

核心素养背景下利用小学语文教材插图资源优化阅

读教学策略

(一)巧用插图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语文教材中的很多课文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

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够通过多种方式理解文本的内涵。 但

对于有的学生来说，有些课文中的语句不太容易理解，此

时，如果教师能够灵活地借助插图进行解读，学生在理解这

些语句时就会更加轻松。 还有的内容离小学生的生活实际

相对较远，学生在阅读这些内容的时候，理解起来比较费

力。 因此，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如果能有效结合

课文插图，让学生从插图中寻找理解阅读文本的密码，学生

的理解能力就会逐步得到提高。 例如，在部编版小学语文

四年级下册《文言文二则·囊萤夜读》的教学中，虽然文章

下面有注释，但因文中描述的年代久远，加上又是文言文的

形式，学生对文中的一些语句理解不够透彻，如“恭勤不

倦”“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 课文中配有一幅插

图，画着车胤在夜晚读书的情景，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图中桌

上、地上都放着许多书简，从这里可以体会车胤“恭勤不

倦”。 插图中的车胤衣服上有很多补丁，可以想象车胤的家

境贫寒。 书桌上方有一个“练囊”，里面有数只萤火虫在发

出微弱的亮光，车胤就是靠着这个装有萤火虫的“练囊”进

行夜读的。 从插图中可以直观感受到车胤的读书条件，通

过观察插图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练囊”，什么

是“恭勤不倦”。 学生借助插图可以理解这些重要词句和这

篇文章的主旨思想，同时，在朗读文本时就会更有画面感，

车胤这一人物形象在学生的脑海中也会更加丰满。 总之，

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教材插图的有效利用是一项至关重要的

教学策略，通过对教材插图的合理选择、引导学生观察与分

析、将插图与文字相结合等方法，可以在多个方面产生积极

影响。 同时，教材插图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理解和记忆知识，拓展其创

造性思维。 通过教师的专业引导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插图

成了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教育资源。

(二)借助插图加强记忆背诵课文

小学语文教育通常通过要求学生背诵文章，来提高他们

的语文知识储备，特别是对于小学课本中的诗词歌赋，学生

需要进行背诵学习。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善用教材中

的插图，通过对插图的生动讲解，深入分析文章的内容，将

学生引入情景，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 以部编

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中《植物妈妈有办法》这一课为例，

教师可以巧妙运用插图，生动形象地讲述植物妈妈们送走自

己的种子宝宝的方式。 通过图文结合，学生能够更直观地

感受到蒲公英妈妈、苍耳妈妈和豌豆妈妈等植物妈妈用各种

奇特的方式，温馨而有趣地送别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插图

解说不仅丰富了学生对文章情节的理解，也激发了他们对诗

歌背诵的兴趣。 在学生充分理解背诵内容后，教师可以组

织背诵比赛，借助教材插图带动学生进行联想。 通过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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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学生在背诵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巩固语文知识，还能够

培养表现自我的勇气。 插图的视觉辅助能够激发学生的联

想力，使他们更深刻地记忆文章内容，同时，也为小学语文

课堂注入更多的生气勃勃的活力。 此外，背诵比赛不仅仅

是一个评价学生记忆力的手段，更是一个促进学生积极参

与、展示个性的机会。 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可以借助插

图联想，表达出对文章情感的理解，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风

采，从而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形成更为丰富的学习体验。

(三)引导学生观察与分析

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插图，并提

出问题来促使学生分析插图的元素和情节。 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仔细观察，从五官感知来获取信息，包括通过视觉观

察、听觉聆听、触觉触摸等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感知周

围的事物和现象，有助于学生积累基本的观察数据。 以小

学语文教学部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中《蜜蜂》为例，教

师可以呈现与课文相关的插图，如描绘蜜蜂、花朵和蜜蜂巢

的插图，这些插图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对蜜蜂和

花朵的好奇心。 教师可以开始课堂讨论，鼓励学生仔细观

察插图，并提出问题，如：“你们注意到插图中有哪些细

节？”“蜜蜂在插图中在做什么？”“花朵和蜜蜂之间有什么

关系？”通过这些问题，学生开始观察和分析插图。 同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仔细阅读课文，并讨论课文中的情节和细

节。 例如，在《蜜蜂》这篇课文中，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关于

蜜蜂行为、蜂蜜制作过程以及花朵的特点等问题，以引导学

生深入分析课文中的信息。 接下来，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将

插图与课文内容相结合。 通过比较插图和课文中的描述，

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蜜蜂的行为和生活习性，这有助于学生

将视觉观察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深化学生对蜜蜂生活的理

解。 另外，学生可以分享他们对蜜蜂行为的理解，以及学

生如何通过插图和课文内容相互印证来得出结论，教师可以

提供反馈和引导，帮助学生进一步提升观察和阅读分析

技能。

(四)运用插图提升语文素养

通过利用课本插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展开对后续故事

情节的想象，不断进行故事的探索。 特别是在故事的结

尾，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通过故事引人入胜的曲折性和连

续跌宕的情节，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有助于培养其良好的思

维品质。 在阅读指导过程中，教师需要善用课本插图资

源，引导学生抓住故事的转折点，设置一些悬疑的问题，鼓

励学生大胆去猜测、想象和探索。 通过在故事情节中留下

一些未知的元素，学生可以自主思考可能的发展方向，培养

他们在面对问题时勇于提出猜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种

有趣而引人深思的学习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升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水平。 例如，在部

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曹冲称象》的阅读过程中，虽然

插图仅有一幅，但完整地展现出了所有曹冲用来称象的工具

和物品，插图中包括大象、船只、石头，并标明了在船边刻

画标志。 此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对插图的观察去猜测

曹冲到底是如何称象的，观看插图中都有什么事物，都发挥

了哪些作用。 让学生自行总结曹冲称象的方法，学生在思

考过程中可以不断进行思维的发散，并主动思考插图中不同

事物的组合和作用。 这不但可以促进学生进行思考，同

时，也对学生进行了发散思维的训练，对学生探究能力、思

考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提升产生较大的作用。

结束语

核心素养背景下，利用小学语文教材插图资源优化阅读

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对插图资源的巧妙应

用，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

水平。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于插图与核心素养之

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不断创新插图资源的利用方式，为小学

语文教学的创新提供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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