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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ur country has promulgated a number of policies to reduce burdens of the pupils 
and makes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quality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fute the current misconstr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ur fourth grade language group has carried out a semester’s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Vitality Chinese” by captur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It has explored th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pupils’ Chinese literacy, and 
obtained a research paradigm with re-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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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国家颁布了多项减负政策，着力推进素质教育。为驳斥当下有人对二者关系的误解，我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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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语文组通过撷取本学科的“读说写”三个维度，进行了一学期的实践与探索，探究当前形势下小学生

语文素养提升的有效路径，获得了具有再实施和推广价值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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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我们国家相继颁发了针对小学生的减负政策，着力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家长受“生存危机”的担忧，教师受“聘任改革”的影响，担心减

负会影响素质教育的落地，双方的焦虑传导在学生身上就是更加重视发展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这种情况

使得小学生厌倦学习语文。为解除部分家长与教师对此产生的焦虑，我们光明小学四年级语文组进行了

一个学期的“读说写”实践与探索，获得了具有再实施和推广价值的研究范式。 

2. 减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 

2.1. 减负是为实施素质教育清除路障 

基于中考与高考的升学压力，不少学校及老师自小学就开始偏重语文知识与技能的传授，造成小

学生产生厌学倾向。对此，国家出台了多项减负政策，其中就明确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

庭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 60 分钟……科学布置作业，提高作业设计质量，

促进学生完成好基础性作业，强化实践性作业，减少机械、重复训练，不得使学生作业演变为家长作

业。”我们不难发现，“减负令”不仅从作业数量和完成时间上给学生减负，更是从内涵上给学生减

负，这也给教师在综合素养、课堂效益和作业质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实质这是为实施素质教育

清除障碍。 

2.2. 深刻学习，认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重要精神 

新时代的人民教师应认真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做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道路，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教学创新，改变过分重视分数的教育局面。教师要立足学校和

自身实际，关注学情，思考如何把全国教育大会的有关精神落实到语文学科中来，切实提高小学生语

文素养。 
素质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开拓型人才。减负针对的是改变以书山题海、死记

硬背、拖堂加课为形式的教育方式。在实施素质教育与学生减负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提升小学生语

文素养的有效路径进行探究。 

3. 本次实践与探索遵循的指导原则 

激发广大教师的创新热情，积极投身教研活动是课改关键中的关键[1]。我们提出了进行一个学期，

基于教师与学生两个主体性相统一，围绕“读说写”进行的实践与探索。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9.7203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士涛 等 
 

 

DOI: 10.12677/ces.2019.72038 215 创新教育研究 
 

3.1. 教师做到“一转一改一提升”，当好裁判员 

1) 本次教改所指的“一转”是指小学语文教师转变只重视传授语文知识与能力的观念，向关注本学

科以及关注交叉学科的转变。长期以来大家坚持语文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导致教师对语文重视走向

极端。尽管，其他学科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在语文教材里面，语文教师却对此多从本学科角度解读或拓

展，而对交叉学科的知识不够关注，其实这正是学生的兴趣所在，比如苏教版四下《人类的“老师”》，

就涉及到仿生学，“你还能想到哪些人类的‘老师’？”这一拓展环节在欢快的课堂气氛中学生完全可

以突破教学重难点，同时激起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也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因此，做好交叉学科知识

的拓展，不仅不会阻碍反而可以促进小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2) 本次教改所指的“一改”是指有效改进教师的教学方式。除了上面语文教师的眼界狭窄之外，就

是教学方式过于单一，传统的教授法仍然占据着课堂，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往往是为了形式而走过

场。这种现象根源于多数教师对讲授法过于自信，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却没有信心。研究证明，

教师讲的越多，学生漏的越多，也就是“漏斗原理”。我们这次教学改革中的“对比实验”就是拟证明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更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3) 本次教改所指的“一提”是指提升教师综合素养。如果要给学生一勺水，教师就要先有一缸水。

有人批评说这是典型的“教师中心说”，不利于发挥学生主体性。实质这并不矛盾，正是教师有了足够

的知识储备和较高素养，才可以转化为调动学生主体性的卓越能力，从创设情境，到学生评价，处理学

生的奇思妙想，无不需要教师的高素养。 

3.2. 学生发挥主体性，当好运动员 

1) 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中享受语文带来的乐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这句话告诉了我们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是何等的重要，一旦学生喜欢上了语文，过去滔滔不

绝的讲授法将成为点睛之笔。 
2) 学生乐于善于表达自己的学习所得。儿童多有表现自己并得到肯定的欲望，教师的主导作用就是

做好课堂引导与点拨，给予学生分享学习过程中点滴想法或收获的时间，不要因为对放开课堂过于焦虑，

从而浇灭了学生表现的欲望，也将学生推向了学习语文的对立面。本次教学改革拟在通过阅读之后的故

事分享证明学生对学习语文的热爱。  

4. “读说写”教学改革方案 

4.1. 教学改革方案的操作方法 

1) 测评内容。国家倡导的新课改高度重视提升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造力、情感、态度、价值观

等，还语文以生机与活力，这正是我们教改组所指的语文“生命力”。本次围绕“读说写”进行的实验

既注重学生学业成就评价，又重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与测评。 
2) 实验与参照班级的选取。四年级组共有十二个班级，实验班级由抽签决定，最终由七班和九班两

个班进行“读说写”三个维度的实验；抽出的四班、六班两个班级不参与实验，教师决定上课内容；剩

余一、二、三、五、八、十、十一、十二班的教师集体备课，统一教案，精讲课文。 
3) 实验时间。整体时间一学期，具体安排是每周三天，每天 30 分钟。结合教学实际，考虑到周一

是过完周末的第一天，学生学习状态处于调整期，周五临近周末学生又处于波动期，因此实施时间为每

周的周二至周四三天。 
4) 实验效果参考。一是学业成就评价，期中、期末检测各班成绩的平均分，二是重视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的培养与测评。“经典诵读”个人和集体测评成绩，评分原则是七位评委打分，去掉最高分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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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取平均值。 

4.2. 教学改革方案的优势所在 

4.2.1. 围绕整本书进行 
与单纯讲授语文课文的班级相比，七班和九班两个实验班级围绕《三国演义(青少年版)》开展整本书

“读说写”活动，具体是指依据学情，选择一本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在老师指导下，学生运用精读略

读跳读相结合的阅读方法，通常是一个学期内，围绕作品展开的，与作者、书册，以及自身经历之间沟

通交流，产生感悟的活动。 

4.2.2. 三个维度和两个主体的逻辑关系 
两个班级实施的“读说写”活动，不是简单的平行推进。其优势在于无论是活动时间的选择还是内

容的安排都具有科学性、趣味性，既讲究读说写的逻辑顺序，又主张三者的相互交融，既发挥三项活动

中教师“裁判员”的引导作用，又还给学生“运动员”的主体地位。 

4.3. 教学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 

4.3.1. 周二进行“有期待的阅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在实施建议中指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

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味。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2]
当前新课改视野下大家积极研究的“整本书阅读”，有利于提高学生自身文化素养，也有利于创造和谐

家庭。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阅读的能力就是学习的能力、生存的能力、自我教育的能力，也是在普世

的喧嚣中练就一份冷静、充实的能力。在开始阅读之前，九班和七班的教师张士涛和房蕾会要求学生

首先浏览章节课题，预测作者会写什么，产生阅读期待，因为好奇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品质；阅读之后，

读本实际写了什么，学生再反刍阅读感悟。学会提问既是阅读策略，也是阅读能力，学生提出有价值

的问题并通过自己或老师寻求解答的过程，也是对文本深入理解的过程。正如我们常说“不动笔墨不

读书”，学生独立阅读时，手拿一支铅笔，且思考且自问，且自问且思考，养成圈点勾画或使用寥寥

数语写批注的习惯，提高阅读鉴赏与评判是非的能力，再去完成试题检测中的阅读理解自然不在话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热爱阅读，提高审美水平，就是热爱生活，就是为自己一生的发展打下明亮的

底色。 
在学生阅读过程中，教师不能放手不管不顾，学生主体性的发挥需要教师的指导。教师应做到“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譬如《三国演义》属于历史演义小说，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以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篇绝世妙文为例，多数学生能体会两位主人公及其语言描写，而动作描写、

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的体味需要费些心思，“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失手撒箸”，刘备以“闻雷

失惊”掩饰，这些描写把曹刘两人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学生弄懂了刻画人物性格的写法方法，体

会到了作者使用的言语之美，而且通过“阅读策略迁移”，学生逐渐明白诸多作品都很注重景物的描

写，借景来抒情，来表达主人公人物的性格特点。又如，苏教版四下《三顾茅庐》的景物描写，更是

衬托出诸葛亮儒雅智慧的人物特点。因为在物质生活愈发富裕的社会，学生的抗压力明显不足，通过

阅读这类小说，学生可以从书中人物身上学习面对困难，思考处理方式，用乐观的态度战胜艰难困苦，

从小树立正确的“三观”。 
我们在阅读教学上的“策略迁移”与王小毅老师所倡导的“小学语文整本书分类阅读教学”有异曲

同工之处。王老师认为，学生集中一段时间专注于某一类书籍的阅读，能更好地建构这一类书籍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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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思维习惯[3]。我们这次实验中实施的“阅读策略迁移”，也是引导学生将掌握的阅读方法灵活应

用于语文课文的阅读体验中去。 

4.3.2. 周三开展“有感情的故事会” 
读与说是一体两位，缺一不可，讲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有声语言的艺术，将阅读成果绘声绘色地讲一

讲或演一演，既可以逐渐培养与发展学生的口头言语表达能力，又可以丰富情感体验，陶冶情操，这样

的教学范式符合语文教学规律，也可以弥补学生综合素质的不足。七班和九班教师利用周三下午的“故

事会”，全班学生每人都有机会登台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或个人观点，也可以几人共同演绎《三国演义(青
少年版)》中的精彩片段，可以说这是为本学期“经典诵读”活动做彩排预演，以此激发阅读兴趣，培养

读书的持续性。若有性格内向的学生登台分享，教师寻找亮点带头鼓励，培养学生登上大舞台的气场。

这项活动的有效性也被“经典诵读”比赛所证明。 

4.3.3. 周四进行“有感悟的习作” 
习作并不是阅读与说话自然的瓜熟蒂落，所以需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练习。作文教学策略不胜枚

举，我们不要苛求学生用一种或数种策略针对所有问题能一劳永逸。不论哪一条策略，都要符合学生

的作文心理，让学生随心所欲地用积累的话语进行规范性的表达，而不是让学生“邯郸学步”患上

“失语症”[4]。 
习作和阅读一样，一旦形成习惯，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更是学生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出口。学生习

作水平的提高没有捷径，只有乐写、勤写。刚开始的时候，学生可能写的简单，语言也不一定流畅，但

坚持写下去就会逐渐提高。我们不必纠结于学生使用华丽的辞藻还是直白的语言，只要能比较合理的写

出想表达的东西，就应当鼓励表扬。倘若能用优美的词语，岂不是更好。毕竟足够的积累才能提取适当

的词语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脑袋空空如也，那真是“巧生”难为无米之炊。从不避讳习作堆砌华

丽的辞藻，模仿是小学生书面言语提升的必经之路。人的写作水平到了较高的境界之后，才会返璞归真，

用平白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情感。以《青春盛开：林清玄散文精选(青少年版)》为例，学生阅读之前，会以

为知名大作家的文章一定晦涩难懂，其实阅读之后，才发现林清玄如话家常的语言特点。 
经历了“读说”之后的习作，是更高层次的结晶，或学会了“如何遣词造句刻画人物形象”，或明

白了“怎样进行整篇文章的构思布局”，抑或懂得了“成为怎样的一名学生才有意义”。因此，习作是

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融合统一。 

5. 教学改革取得的效果 

5.1. “经典诵读”测试评价 

在 2018 学年 11 月份学校举行的“经典诵读”比赛中，有感情讲故事的实验班级七班和九班学生个

人与集体均荣获一等奖。尤其是参赛学生在大舞台上的自信与演绎获得了评委老师的一致称赞。 

5.2. 学生学业成就评价 

5.2.1. 期中检测结果与分析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1) 本次期中检测平均分数七班居首，九班紧随其后，说明了这次教学改革的初步成效。 
2) 实施“精讲课文”的八个班级平均分数参差不齐，但与“读说写”实验的两个班级相比，仍有明

显差距。 
3) 未参与任何实验的两个班级之间差距不大，与其余班级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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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terim test results and analysis 
图 1. 期中检测结果与分析 

5.2.2. 期末检测结果与分析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期末检测各班平均分数均有所提高，前两位仍为七班和九班。期末检测进

一步验证了教学改革的有效性。它说明“读说写”三个维度选择与安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不仅激

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兴趣，而且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能力的语文素养，扎实推进素质教

育的落地生花。 
 

 
Figure 2. End-of-term test results and analysis 
图 2. 期末检测结果与分析 

5.2.3. 两次学业成就检测对比图 
从图 3 可以看出： 
1) 两次检测告诉我们语文教材是语文的载体，大量时间花费在对课文内容的分析上并不能保证成绩

的大幅提升。相反，教学的时间应重在探究学习课程内容，这也是课程标准的要求所在。 
2) 教师的主导与学生主体在互动中平衡，“裁判员”不要抢了“运动员”的戏，要敢于把课堂交给

学生用来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两次检测的结果放在一起，我们发现相似度非常高，说明了“精讲课文”的结果并未超越“读说写”

实验成效，后者的优势在于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读说写”有利于提升学

生的语文素养，也有利于检验和改进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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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mparison of two academic results detection 
图 3. 两次学业成果检测对比图 

6. 结束语 

本次教学改革实验证明了减负不会对实施素质教育产生负面影响。教师做到“一转一改一提升”，

在教学中当好裁判员；学生发挥主体性，在学习中当好运动员。由此，学生在“读说写”的“三有”活

动中尽享语文的生命力，从而提升自身语文素养，素质教育落地生花。这项改革亦可缓解家长对学生“生

存危机”的担忧，减轻教师对“聘任改革”的抵触，具有再实施和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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