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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版课标提出整本书阅读是对语文课程中的单篇阅读、群文阅读的必要提升与补充。基于大单元教学

下的整本书阅读教学通过构建主题单元、明确目标、基本课型设计、活动设计、教学评价几个实施流程，

能够打破传统单篇短章教学的壁垒，将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与整本书阅读相结合，培养学生终身阅读能力，

全面提升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大单元教学视域下的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实施策略包括：打破壁垒，综

合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基于学生主体，制定个性化的阅读书单；科学规划，开展教学实践活动；重视自

主阅读，保证阅读时间；营造阅读氛围，提升阅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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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22 version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points out that reading the whole book is a n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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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y improvement and supplement to single reading and group reading in Chinese curriculum. 
The whole book reading teaching based on the large unit teaching can break the barriers of tradi-
tional single short chapter teaching by constructing thematic units, clear objectives, basic course 
design, activity desig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combine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with 
the whole book reading, cultivate students’ lifelong reading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re quality of students’ Chinese subject.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the whole book 
reading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 unit teaching include: breaking the barriers, com-
prehensively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quality; Based on the main body of students, making a 
personalized reading list; Scientific planning, carrying out teaching practice activitie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independent reading and ensure reading time; Creating reading atmosphere and 
improve read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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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20 年代，叶圣陶先生最早提出“整本书阅读”的主张，对整本书阅读规定为：“略读整部

的名著(由教师指定若干种)，参用笔记，求得其大意[1]。整本书阅读，不仅是叶圣陶先生的主张，也是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要求[2]，《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2022
版课标”)中将“课程内容”部分设计了 6 个语文学习任务群，通过“语文学习任务群”课程内容的学习

来落实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这一课程目标，其中作为扩展型任务群之一的“整本书阅读”是对语

文课程中的单篇阅读、群文阅读的必要提升与补充，是培养学生终身阅读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提

升学生语文课程核心素养的必然要求。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整本书阅读情况不

容乐观，大部分学生都无法安静下来读整本书，读书更多的是浅表化、碎片化，学生在零散、断断续续

的阅读内容中不能集中注意力思考阅读内容，不利于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注意力的培养。 
核心素养是新一轮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关键词，需要具体落实到各个学科上。义务教育教育阶段中的

每个学科任务与目标的落实，都需从“学科核心素养”出发，其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建

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这四个方面，对学生在语言、

思维、审美和文化上提出了相应的要求[3]。大单元教学提倡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大概念”“大情境”“大

任务”，在传统单元阅读教学的基础上可以有效整合学习资源，弥补单篇教学的不足，推动课外阅读课

堂化，培养学生的表达、思维和审美等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2. 大单元教学思想应用于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意蕴 

2.1. 大单元教学的提出 

大单元最早由单元延伸而来。“单元”一词的使用最早出在现代，《辞海》中单元的含义为：“单

元是指学习段落”[4]。“单元”这个概念最初由赫尔巴特所提出，他将儿童的学习看作是一个阶段化的

发展过程，将其概括为四阶段教学法：明了、联想、系统、方法，阶段化进行学习是单元教学的最初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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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席勒在赫尔巴特四阶段教学法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五阶段教学法：分析、综合、联合、系统、方法。

将采用这些教学方法的教学过程所存在于的一个阶段内的教学内容作为一个单位，而不是仅仅以题材为

单位，并将这种方式所组成的单元称之为方法论单元[5]。随着“新教育运动”“进步教学运动”的开展，

单元教学也得到了发展。在布鲁姆提出“掌握学习”理论、苏联塔落夫提出“纲要信号图表教学法”之

后，“单元教学”渐渐发展到了大单元教学阶段。 
我国的单元教学思想兴起于“五四运动”之后，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开始尝试以单元的形式来

编制教材，如叶圣陶先生于 1932 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到 20 世纪 80 年代，单元教学理论和实践

在我国得到了飞速发展。新时代以来，指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在我国教育界备受关注，华东师范大

学崔允漷教授在《如何开展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设计》提出大单元教学中的大单元与单元教学中

的单元有所不同，单元教学中的单元指的是教材依据一定的主题或目标划分的单位，即教材单位。而大

单元指的是“一种学习单位，一个微课程、一个完整的教学故事。”[6]陆志平在提出语文通过大单元教

学可以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实现语文和生活的联系，实现了深度学习、创造性学习[7]。 

2.2. 大单元教学应用于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意义 

首先，现行义务教育阶段统编版教材采用了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双线组织单元教学内容的编排方式，

这为大单元教学与整本书阅读教学相结合创造了契机[8]，能够弥补单篇教学的不足，实现阅读的课内外

衔接，增加学生阅读时间，扩大学生阅读量，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其次，大单元教学能够以课标、教材

要求为依托，化散为整，整合教学主题，为学生提供多样性的学习活动，增加实践机会，促使学生逐步

地对阅读建立兴趣，提升语文知识的运用以及表达能力。最后，将大单元教学与整本书教学相结合，能

够从思想、策略、运用等角度分别设计教学环节及对应的活动策略，循序渐进渗透于学生整本书阅读的

不同层次，从而提升学生思考、理解、表达等能力，培养语文综合能力，提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3. 大单元教学下的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实施流程 

大单元教学实质上追寻的是一种深度学习，教师有益的指导、师生互导、学生自导都是为了学生能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教师可依照如下教学设计思路：主题选择、目标定位、内容确定、过程设

计、学习评价[9]。基于此，笔者将大单元教学视域下的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实施流程设计为：构建主题单

元、明确目标、基本课型的设计、活动设计、教学评价(见图 1)，在此流程中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

主体，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

生的阅读质量。 

3.1. 构建主题单元 

语文大单元教学要通过提炼相对合适的单元主题，努力发掘单元人文主题与各种语文要素之间的有

机联系，把诸多元素统一起来[10]。有效构建主题单元，整合教学主题，能够为学生提供多样性的学习活

动，增加实践机会，促使学生逐步建立对语文的学习兴趣，提升运用语文知识的水平。主题单元的构建

要基于课程标准和学情目标，以人文主题、语文要素等为主线，以阅读策略为经络，立足于“整体”充

分开发和利用各种阅读课程资源，通过已有单元、单元重组等形式整合语文教材单元，打破单篇教学与

整本书之间壁垒，实现“一篇文”或是“多篇整合”与整本书阅读之间的补充与完美衔接，建立起课内

外阅读的桥梁。如，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围绕“伙伴”的主题编排了《小公鸡和小鸭子》

《树和喜鹊》《怎么都快乐》三篇课文，可将这一个单元为切入点，通过该单元的人文主题，结合一年

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已有经验等方面，整合为“好伙伴——友好相处”主题教学单元，实现篇本组合，

引导学生了解伙伴之间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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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whole book reading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 unit teaching 
图 1. 大单元教学视域下的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实施流程 

3.2. 明确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是教学评价的标准和依据，在教学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

单元教学目标的设定应遵守整体性原则，以课程标准为依据，综合考虑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学习者年龄

特点、教材文本等多个方面，且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四方面的语文核心素养应渗透贯穿于单元整体教学目标之中[11]。此外，大单元的教学目标更指向课内外

的结合，而不是单一“小”目标的达成。因此，不仅要考虑课本内容教学目标还要考虑到课外扩充内容

的教学目标，课内目标与课外目标要相结合，实现课内带到课外[9]。 
在单元目标基础上，要通过筛选、排序、整合对不同的课型制定不同的目标，如，导读课旨在引导

教授学生阅读策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阅读课旨在引导学生运用阅读策略深入阅读，培养学生阅读习

惯等。在制定课型目标时，要充分考虑每种课型的特征，做到有的放矢，在具体的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

一系列的创造性活动学习、内化、运用知识，培养阅读习惯，促进思维发展，提升语言表达与运用能力、

审美鉴赏能力。 

3.3. 基本课型设计 

在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设计基本课型，通过导读课、阅读课、交流课、延伸课实现教学目标(见图 1)。 
1) 导读课——激发兴趣 
导读是在学生对作品陌生的状态下，教师运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对书籍阅读的兴趣，导读课的具

有趣味性、引导性和发散性的特点[12]，要明确目标、教授学生读书策略、激发学生阅读书兴趣。《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对阅读有如下要求：“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

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13]。“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导读课上，教师要

适时的教授学生预测、联结、提问、推理等阅读策略，推动学生有效阅读，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其

次，要根据文本特点，学生经验，通过问题导读、创设情景、设置悬念、精彩片段赏析、角色扮演感知

人物特点等多种形式，从言语、内容到氛围引发学生好奇、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由点到面，引导学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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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阅读。 
2) 阅读课——深入阅读 
美国阅读专家吉姆·崔利斯提出只要当阅读潜移默化地成为孩子的精神需求时，阅读效果才是最突

出的。阅读课是整本书教学环节中的中心环节，通过阅读课引导学生深入阅读，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

力，让阅读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孩子的精神需求。阅读课包含晨诵、共读、持续默读、自主阅读等。晨诵

以学生对自己所摘抄的精彩语句、片段进行大声朗读，深入感受这些妙语佳句的魅力。共读指全班学生

一起读一本书，共读重在渗透阅读策略的运用，培养学生阅读习惯，促进学生自主阅读。在持续默读课

程注重营造一定的仪式感，去除阅读的功利性，让学生互不干扰、安静地持续默读，培养学生阅读的可

持续性。自主阅读主要在课后进行，教师对学生的自主阅读不可放任自流，要引导学生制定关于自主阅

读的计划，明确阅读进度与任务。 
3) 交流课——思维碰撞 
交流是学习的重要手段，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不能固步自封，都需要通过交流来获取知

识。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交流课要营造无压、轻松、幽默的讨论氛围，给予学生充分的讨论时间，设置

提问、质疑、讨论、总结、感悟等环节，尊重、鼓励每一位学生，通过水平的生生互动以及垂直的师生

互动等交流形式引导每个学生都参与交流、讨论中，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想法，分享自己的收获，进而

形成师生、生生之间的多样化思维碰撞，让每个学生享受交流乐趣，更深入地体会阅读体验。 
4) 延伸课——智性迁移 
整本书阅读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通过整本书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提升学生的阅读质量，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实现以读促写，读写并进。学生能将整本书阅读课程中隐

藏的言语资源变为实践的可能，作家的创作激情、特色笔法以及整本书的知识背景都是学生智性迁移的

基础[14]。可以根据整本书的特点，组织学生进行不同类型的再写活动，激励学生走进该作者的其他作品

或是该主题相近的作品，通过续写、仿写、改写等方式延续学生的阅读热情，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激

发学生的写作热情，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 

3.4. 活动设计 

活动是完成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过程的路径。王宁教授指出：语文学习活动是“阅读与鉴赏”“表

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三件事[15]，应体现学生主体性、延展性。如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三

单元“好伙伴——友好相处”的大单元设计中可设计多项教学活动，通过“情景小剧场”的活动，激发

学生兴趣，切入单元主题；通过“关键词大寻找”的活动，教授学生阅读策略，使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

孤独、快乐等词语的意思，为后面的阅读做铺垫；通过“小小朗读者”的活动，使学生感受到伙伴之间

互相帮助、快乐合作、友好共处的情谊，并进一步引导学生深入阅读，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通过“课

外读书会”的活动，增加学生课外阅读时间、扩大学生阅读量，培养学生阅读习惯。此外，活动的设计

与开展要重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探究性，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提供给学生充足的自主学习、探

究、思考时间。 

3.5.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教学活动中发挥着导向、诊断、激励、评定等作用。

以整体性、差异性、发展性、过程性、主体多元化为原则，以阅读速度、阅读质量、知识迁移、能力提

升等为评价标准，以学生自评、生生互评、教师评价、家长评价为评价方法构建整本书阅读评价体系。

通过整本书阅读评价体系定期了解学生的阅读情况、阅读方法、阅读习惯等方面，进而优化教师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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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改进教师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阅读质量，为学生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保证整本书阅读过

程中学生真读、乐读、善读。 

4. 大单元教学视域下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实施策略 

将大单元教学与整本书教学相结合是为了有效整合学习资源，推动课外阅读课堂化，激发学生阅读

兴趣，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但如何在大单元教学下有效实施整本书教学，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笔者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打破壁垒，综合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基于学生主体，制定个性化的阅读书单；

科学规划，开展教学实践活动；重视自主阅读，保证阅读时间；营造阅读氛围，提升阅读质量。 

4.1. 打破壁垒，综合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义务教育阶段中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构建并在真实的语

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是文化自信和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这种综合性决定

了核心素养不能单独培养。传统的单篇教学中，教学目标单一，教学内容范围过窄，不利于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基于大单元教学的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能够打破单篇教学的壁垒进行有效整合，扩大阅读空

间，在阅读过程中穿插训练阅读方法、锻炼写作能力、增加口语交际的机会，形成由点到面、螺旋递进

的训练模式，进而发展学生思维、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从整体上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4.2. 基于学生主体，制定个性化的阅读书单 

余党绪指出整本书针对节选、片段讲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是指与作者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

有独特灵魂与气质的著作，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思想体系和逻辑体系，可以是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

或者是一部哲学著作[16]。推荐哪些书目，要以书籍本身的思想体系、逻辑体系为原则，以学生为主体，

综合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与个性差异，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孩子的阅读需求，在此基础上结

合大单元教学的主题内容，整体制定个性化的、有梯度的阅读书单，强调选读与必读双行、共读与互读

读双行，细化必读与选读的内容，推荐故事性强、趣味性强、主题多元、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的读物。 

4.3. 科学规划，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朱永新在《我的阅读观》中提到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

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存在自制

力不强、专注力较弱等特点，若缺乏学校引导、教师监管，学生的阅读效果难以得到保障。将大单元教

学下的整本书阅读教学列入教学计划，从整体上建立相关课程和相应的评价体系，丰富评价方式，注重

过程性评价，加深教师对此的认识与理解，积极促进师生开展、落实相关教学实践活动。 

4.4. 重视自主阅读，保证阅读时间 

根据苏联教师的相关调查，学生在阅读 2000 个小时之后，能够逐渐养成独立、持续的阅读习惯。当

前，我国学生学习任务较重，学习难度较大，学生的阅读时间有限，进行整本书阅读的时间更为有限。

教师在校要提升课堂效率，增加学生在校的阅读时间，引导学生深入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课后

教师要减少机械性、重复性作业的布置，增加与整本书阅读相关的作业布置，增加学生课后的阅读时间，

扩大学生的阅读量，重视学生的自主阅读，培养学生独立、持续的阅读习惯。 

4.5. 营造阅读氛围，提升阅读质量 

岳乃红，徐冬梅指出热爱阅读的领导人，才会不断充实阅读资源，愿意与孩子共同成长，一起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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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中尽情遨游，提升读书会丰富的内涵。”[17]身教重于言传，家长、教师作为学生发展的引导者、

促进者，要做一个喜欢读书、博览群书的阅读者，以身作则，做好学生热爱阅读的表率者，此外，学校

可设置读书角、定期开展读书活动，家长可与孩子共同制定读书计划、任务以及奖惩规则，实现在潜移

默化中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提升孩子的阅读质量。 
总而言之，在当前碎片化、浅表化阅读盛行的情况下，大单元教学视域下的整本书阅读教学具有丰

富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但其在具体实施中也面临恨多挑战，涉及到教学、课程、教学评价等各个方面，

需要积极探索相关的内容、途径和方法，让整本书阅读在学生语文学科素养的生成中继续发挥更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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