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Jichu Jiaoyu

６４　　　　　 前卫 　２０２４．２３

变 “长”为 “整”,难文 “巧”教

———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策略新探

●党政廉

　　

[摘要]课文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长篇课文更是教学中的重难点.小学语文教材中一些长篇课文对于

学生而言具有一定挑战,教师应充分思考如何使学生更好地学会和理解课文含义,提高学习效率.但实际教

学中,往往因为学生整体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差异而影响长篇课文的教学质量.因此,教师应结合当下的

教育情况和现代化教育理念,不断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以此提升小学生长篇课文阅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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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篇课文能够纳入小学教材是一大突破和进步。 长篇

课文具有一定深度和维度，并且带有趣味性和故事

性。 通常长篇课文是图文并茂的，这样小学生在阅读的过

程中不会觉得枯燥，也能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扩大识字量，

锻炼学生阅读速度和提升阅读能力。 因此，教师在教授长

篇课文的过程中，应不断地积累和研发新策略。

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的必要性

(一)课程标准的要求

在素质教育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提升学

生各项语文素养，《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目标要求“默读一

般读物３００字/分钟”，将长篇课文纳入语文教材是小学语

文发展的必然趋势。 长篇课文不仅能培养学生阅读速度，

还可以培养默读、跳读等各项能力。 一年级长篇课文《动

物王国开大会》是学生第一次接触的长篇课文，课文以童话

故事形式出现，且图文结合，能够激发孩子阅读兴趣。

三、四、五年级的时候，会有专门的长篇课文阅读训练单

元，旨在培养孩子概括信息的能力。

(二)拓宽眼界和时代进步的需要

信息化时代的进步和电子产品的普及，让纸质书已多元

化的方式呈现。 学生从小学初期就可以接触到很多读物和

动画教学资源，总体认知和理解能力呈上升趋势。 如小学

一年级阶段，教师都会鼓励学生多读一些课外的长篇读物，

不限于生活百科和安全方面的课外读物。 在大量的信息中

提取关键信息是学生必须会的一项技能，也是当代学生必备

的语文素养。

(三)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及效率的需要

与普通课文相比，长篇课文的教学工作存在着一定的困

难，尤其小学阶段，学生群体认知能力、阅读能力，甚至阅

读兴趣都有待改善，很难与初高中阶段学生群体相比。 但

长篇课文又是课程教学标准要求的重要教学内容，将其有效

落实于课堂教学中，能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

虽然长篇课文相较于短篇课文难度更大，但也包含更多的教

学内容和知识要点，教师尤其要把握好长篇课文的具体教学

目标，不贪多求全，但也必须重点击破，逐步将长篇课文的

知识点连成线，迅速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如此一来，相

较于以往普通的课文教学而言，长篇课文的教学更能在短时

间内锻炼学生的语文素养，从多维度强化综合学习能力，提

高课堂学习效果，对改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尤为有益。

(四)实现双减教育政策要求的需要

双减教育政策的修订，对各学科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必须以减轻学生学业压力为目的，持续提高课堂教学

水平，打造高质量的教学空间。 而长篇课文教学对改善教学

质量与效率优势明显，也正因如此，在无形之中落实了双减

教育政策提出的教育目标，为减负增效提质目标的达成奠定

了基础。 长篇课文的教学工作，更有利于实现长文整教、难

文浅教的教学目的，其核心主旨与双减教育政策有异曲同工

之妙，更有利于打造高效的教学空间，帮助学生在有限的时

间内理解语文知识，掌握关键学习技能。 如此一来，必然有

利于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为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语文长篇课文教学的实践原则

(一)目标精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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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长篇课文教学首先应遵循目标精简原则，目标精简

原则是能够实现长文整教的关键所在。 目标作为课程教学

的重要指导，是各学段、各学科教学的重中之重，每一堂课

程都应设置清晰明确的教学目标，方能有序推进教学过程，

达到预设的培养标准。 而长篇课文作为语文教学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教师在制定课堂教学目标过程中，要兼顾学生的

学习需求，发展需求不能贪多求全。 应对目标设置进行精

简，尽可能的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所学知识点连成线、

连成面，针对性提升某一关键学习能力，强化核心素养。

在这一原则下，教师也应进一步找准长篇课文教学的重点所

在，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将文章的精髓展现出来，也让小学

生真正从中学有所获。

(二)内容优选原则

除目标精简原则外，内容优选原则也应作为长篇课文教

学的关键原则之一。 虽然长篇课文整体篇幅较长，但在教

学期间要学会删繁就简。 结合具体教学目标，对课文进行

优化，从而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及教学结构。 教师应在教学

前期，充分研读长篇课文教学内容，分析具体教学目标的规

划，适当对教学内容加以取舍。 注意要结合整个单元的主

题设置，能够从主题入手，对教学内容进行选取，着眼教学

价值选取核心焦点。 此外，在取舍教学内容的过程中，也

要充分把握整个单元的教学要素，即便是课后练习，也应作

为内容筛选的一部分。 从综合角度进行考量，避免课堂教

学陷入低效低质状态。

(三)过程创新原则

过程创新原则是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的重要原则之

一。 对于小学生而言，长篇课文学习具有较大的难度，如

若把控不当极有可能影响综合学习效果，甚至埋下抵触心理

和不良情绪，对后续深层次学习较为不利。 语文教师在安

排长篇课文教学期间，应善于对教学模式进行优化创新和完

善，围绕教学目标，不断对其进行整合。 同时，还要考量

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及认知情况，对教学过程适当进行精

简，避免浪费过多的时间，影响课堂教学效率与质量，消耗

学生课上学习的注意力。 放眼全局，注重每一个环节，抓

住整个单元的教学要素，采取适当创新的形式，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提高综合学习效率，是长篇课文教学的关键对策之

一。 但也要尽量避免喧宾夺主，课上教学安排尽量精简，

让学生得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深入思考、探讨交流，提高

知识内容的掌握水平。

语文长篇课文教学策略

(一)抓住重点，详细讲解

教师在长篇课文教学中，首先要把握住长篇课文的高

度，以突显长篇课文的价值。 其次要关注长篇课文的重难

点，以确保学生吸收和理解。 在保证高度深度的基础上，

为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养成课前预习的好习惯，更有利于学

生在课堂中跟上教师的教学思路。 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在预

习课文时，将不理解的词语或者句子画下来，鼓励学生在课

堂上积极提问，这样教师不仅可以知晓学生预习情况，也可

以对学生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解答。 不仅能够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还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例如，在《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

前提出“小女孩为什么要卖火柴？”“小女孩在点燃火柴后，

为什么会出现幻觉？”“小女孩的悲惨命运是如何形成的？”

等问题。 一方面可以检验学生的预习情况，还可以引导学

生进行思考，学生会主动投入长篇课文中进行探索。 抓住

几个关键的问题点开展教学，学生更容易理解课文内容并且

达到延伸教学内容的目的，进而帮助学生抓住重难点。

(二)活跃课堂，长文短讲

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讲解长篇课

文时，阅读产生的兴趣会直接影响学习动力，并且关系学生

后续展开的阅读活动，关乎长篇课文教学的成败。 在课堂

上，教师应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互动环节，利用多媒

体、互联网等丰富课堂的教学形式，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使得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学习。

例如，在《在牛肚子里旅行》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在多

媒体上给学生看下老牛的身体和牛胃的构造图，介绍一下不

同牛胃的功能。 还有文章中青头和红头的对话，是否可以

体现出难得的友谊，还可以和学生一起通过多媒体展示的图

画在牛的胃里来次“不一样的旅行”。 多媒体图画作为切入

点，枯燥的文字就变得生动形象、浅显易懂，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三)创设情境，引导探究

课堂时间毕竟有限，教师还需要为学生留出思考、讨论

的时间。 有些长篇课文篇幅长，但是生动有趣。 教师在教

学的过程中可以创新，采取角色扮演、角色朗读等增加文章

的趣味性，还能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教师还可以为

学生创建一个情境，通过情境让学生知道课文中的有些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发生，是真实存在的。 另外，对于小学

阶段的学生而言，合理创设教学情境，更有利于使之沉浸于

情境之中去思考分析交流。 尤其当下教育信息化成为一大

趋势，教师在情境创设期间，还可利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等

形式丰富情境创设的效果，为学生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

必要时，还能为角色扮演、朗读等情境创设活动提供助力，

丰富呈现效果，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例如，在《雷锋叔叔，你在哪里》的教学中，教师可以

为学生找出与雷锋相关的好人好事，再搭配一些相关的小视

频，让学生思考自己有没有做过“雷锋”或者自己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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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帮助过呢？ 有的话可以积极的与同学进行分享。 如果

想要进行角色扮演，可以由学生之间自行讨论想演的角色，

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学习中，更高效地吸收知识。

(四)巧搭支架，降低难度

在长篇课文教学期间，教师可尝试搭设学习支架，有效

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提高学习动力。 学习支架主要是指

结合学生最近发展区集中搭设向上攀爬学习的重要载体，让

学生得以在一系列学习任务下自主完成相关探究需求，加强

知识的掌握，实现循序渐进训练和提升的效果。 相较于短

篇课文教学而言，长篇课文教学工作更适用于搭设学习支

架，辅助课堂教学开展。 让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

文本内容从整体加以思考判断，串联关键语句，建构起完整

的知识架构。 具体来说，在搭设学习支架过程中，教师应

遵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原则，搭出更合理的学习支架，将

长课文变短打薄。

例如，《牛郎织女》这篇课文教学期间，考虑这一经典

民间故事篇幅较长，想要使学生完成预设的学习目标，教师

采用搭设学习支架的形式，帮助学生逐渐加强对知识内容的

理解和内化，锻炼语感的同时也能丰富积累效果。 如前期

教师安排学生通过阅读课文、绘制人物关系图的形式，理清

人物脉络。 这种学习方法能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清晰梳理

人物要素，尤其能为后面课文的复述奠定基础。 基础人物

关系绘制完毕后，还可进一步对故事情节加以梳理，引导学

生尝试利用构建故事情境的方法，去思考和整理故事内容，

从而实现调理性的学习效果。 而学生在这种一连串的学习

支架助力下，逐步将所学知识及办法落地，经历了内部语言

向外部语言转化的全过程，学习效果更为理想。

(五)串联资源，结构教学

除了巧搭教学支架外，教师还可在具体教学期间尝试为

学生串联资源，实现结构化教学目的。 小学阶段的学生群

体，语文知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很多学习能力仍有待提

升。 教师在长课文教学期间应有效将课上教学内容加以整

合，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的关键点。 这样一来，可转变以往

单文本的点状教学而形成结构化教学成效。 此外，这种关

联策略的应用，要注意秉持开放性的思维视野去关联课文内

容，搜寻更多可利用的教育资源。 如教材中的课后习题、

阅读链接，甚至还可关联单元教学最后的语文园地，将其中

对课文的提炼和关联加以梳理，进一步为长课文教学提供补

充。 无论何种资源的整合都应尽可能贴合学生的学习需

求，以学生为主体，将原有冗长复杂的内容。 以结构化进

行串联，提高学生对课文知识的整体理解效果。

例如，《白鹭》这篇课文教学期间，虽然整体篇幅并不

算太长，但教学内容相对较为松散，增加了学生学习把握的

难度。 为此，教师在具体教学安排上，以文章开头中心句

为学习主线，带领学生一起展开了资源串联的学习旅程。

期间为学生安排了一系列探究学习任务，结合课后习题练

习，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如要求学生借助关键语句，去深

入领悟白鹭的形态之美、场景之美、情谊之美，从而进一步

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和把握。 在此基础上，为增强学生对本

节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效果，教师还进一步为学生推荐了

若干阅读链接活动，要求学生在课后自主展开阅读活动，尝

试对本节所学内容进行深入思考。 如此一来，通过合理串

联学习资源，将课后习题或阅读链接等多元化教学形式引入

其中，更有利于拓宽学生的思维视野，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

成效。

结束语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长篇课文已成为语文教学中的重中

之重。 教师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利用新模式、

新方法，在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学

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还要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以便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长篇课文。

参考文献

[１]寇小玲．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策略分析[J]．小学生(上旬

刊),２０２４(０３):４０Ｇ４２．

[２]杨小萍．小学语文长篇课文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J]．文科爱

好者(教育教学),２０２１(０４):１８８Ｇ１８９．

[３]李娴．小学语文长课文教学难题及解决对策分析[J]．小学生

(中旬刊),２０２１(０４):７９．

作者简介:

党政廉(１９７２－),男,汉族,甘肃定西人,大学专科,二级教师,通

渭县平襄镇安川学校,研究方向:小学语文.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