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9), 6900-6904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91074  

文章引用: 田梦.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小学语文“整本书”阅读的教学策略[J]. 教育进展, 2023, 13(9): 6900-6904.  
DOI: 10.12677/ae.2023.1391074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小学语文“整本书”阅读

的教学策略 

田  梦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湖南 吉首 
 
收稿日期：2023年8月12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11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18日 

 
 

 
摘  要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在情境中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联系新旧知识进行积极建构的过程，重视学生的探索

发现和与他人的合作交流。这些观点对整本书阅读中教师引导作用的发挥、阅读课堂优化以及阅读评价

等方面有极大启示。所以在阅读教学实践中，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整本书阅读教学可以更有效地、

深层次地挖掘整本书阅读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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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vist theory emphasizes the process of using existing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con-
text, linking new and old knowledge for active construction, and valuing students’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and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These views have great enlightenment for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reading the whole book, the optimization of reading classrooms an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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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Therefore, in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teaching, the whole book reading teaching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can more effectively and deeply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whole book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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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整本书阅读是目前十分受关注的一种阅读教学实践形式，即阅读完整的一本书，它区别于单篇文章，

强调书籍阅读的完整性[1]。其特点是“整体性”，即对全书的整体把握，对全书的整体思考。整本书阅

读教学则是师生在阅某本书籍过程中以及阅读前后开展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相关系列活动，强调整体性

与过程性。建构主义理论不断完善发展，其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与整本书阅读有诸多契合之处，将建构

主义运用到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去，能成为整本书阅读教学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2.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内容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心理学家皮亚杰和苏联教育家维果

斯基。建构主义强调内部的认知结构以及主体的认知建构，关注已有的经验和如何将已有的经验、心理

结构联系起来，强调主体性、主动性、情境性。具体也体现在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和教学观。 

2.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习观 

关于学习观，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动态的，学习是学习主体的自我建构过程，学习方法上提倡合作

学习和情境认知观点。皮亚杰提出了认知结构说，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是，儿童在于外部环境相

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对知识的认识，从而使认知结构发展。在他看来知识不是客观的，学习并

非静止的。为此他提出了图式–同化–顺应–平衡，皮亚杰认为学习是一个联系内部和外部的动态过程。

在皮亚杰的基础上维果斯基发展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强调实践是知识

的来源，合作是重要的学习方法[2]。强调在一定背景下、合作的建构学习。建构主义学习观中情境、合

作和意义建构是重要因素。 

2.2.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观 

基于上述的学习观，建构主义理论也提出相关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建构主义强

调教师要帮助学生建构知识，起到引导者的角色，即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主导

作用[3]。维果斯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认为学生有现有水平和发展水平，教师可通过引导和一定难

度的问题，使学生达到发展水平。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

师在教学中可运用启发式教学，帮助学生构建所学知识要创设情境，提示新旧知识之间的线索。同时强

调组织协作与交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建构主义提出了

与教育观念、教学方法相契合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支架式教学、抛锚式教学、随机进入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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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整本书阅读的契合性 

整本书作为一种突破传统阅读教学的新型阅读教学形态，其具有整体性、学生自主性、探讨性，这

些特性与建构主义有诸多契合性。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动态的，学习是学习主体的自我建构过程，强调

的情境教学和合作学习，这与整本书阅读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同时小学学生认知能力、阅读能力发展有

限，整本书阅读作为一种新型阅读方式，阅读难度较普通阅读难度大，教师采用情境教学、合作教学，

通过教师搭支架等方式进行整本书阅读一方面能够降低难度，契合学生身心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可使学

生更好理解书籍，增加可读性。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过程，评价方式也注重知识的建构和认知过程，反对

结果性评价，这与阅读的评价方式发展方向不谋而合。 

4.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 

4.1. 教师明确自身角色定位，促进引导作用的发挥 

整本书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方式有别，强调学生是学习主体，学生自主阅读，合作、探究的阅读方式。

学生阅读时间增多，教师讲授的时间减少。这些新的点给教师提出了新思考，整本书阅读强调改变传统

的教师全部讲授的阅读教学，但不是主张废除教师的作用，教师在阅读教学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整本

书阅读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需要教师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有清晰的认识，适应课堂角色，在阅读过程中为

学生搭好手脚支架，扮演引导者的角色，推进整本阅读教学[4]。 
教师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首先要了解学生、了解学情。在进行整本书阅读教学前要根据以前的

学习情况分析学生的学习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以此来分析选择的文本是否符合学生学情。其次

是要研读文本，结合学情发展阅读过程中可能的阅读难点和障碍点，在难点处就要增加教师的提示、讲

解，帮助学生理解。再者是阅读目标的引导，整本书阅读虽强调自主阅读，但在建构过程中也有阅读目

标和重点阅读。如阅读《爱—外婆和我》时阅读重点就在于情感上的理解、感悟，在阅读《海底两万里》

时阅读重点则在于情节起伏和里面的相关科学知识。学生在整本书阅读过程中自主但非随意，由于学生

能力有限可能会抓不住阅读重点，不知阅读目标是什么。这就需要教师在阅读过程中进行引导，帮助学

生抓住重点，使学生自主而有目的的进行阅读。 

4.2. 搭建阅读支架，引导自主阅读 

搭建阅读支架是教师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的途径。从建构主义学习来看为学生搭好手脚支架，主要

是在学生最近发展区内搭建，学生通过支架达到预期发展。教师在进行整本书阅读教学时搭建支架要根

据阅读内容、学生阅读情况进行搭建，支架方式多样，如问题支架、图表支架、影像支架、范例支架等

等。 
最常见的阅读支架是问题式支架。问题式支架也是阅读教学中最常见的，教师通过一个或者一系列

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清晰阅读方向，推动阅读进程。在整本书阅读中的问题支架，可分为主问题

支架和分支问题支架进行，主问题支架需教师聚焦于文本核心内容，设计出可统摄全文的问题支架，这

与整本书阅读的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通过主问题引导学生整体上把握文章，直指文本的核心教学内容。

而分支问题则是在阅读过程中，学生面临难点、障碍点时，教师可提出一些问题，点拨引导学生解决迷

惑，推进阅读。分支问题支架需要教师分析文本，关注学生的阅读进程，及时发现学生的阅读中的疑惑，

分支问题设计具有动态性。 
图表支架是教师根据文本的内容设计相关图表帮助学生对文本中的时间线、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

进行顺理。整本书阅读要求整体把握文本，图表支架就是帮助学生将整体的结构、进程梳理，在清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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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基础上把握整体，从而达到整本书阅读的效果。如《绿野仙踪》可采取人物卡片，女孩、稻草人、

铁皮人、狮子，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去翡翠城，通过人物卡片形式，提取关键信息、情节内容、

人物性格，在深入探究文章主旨。 
影像支架在学生进行阅读前或者阅读时，为学生提供文本相关影像资料，帮助学生了解文本相关内

容。影像支架使用时要起到启发、补充的作用，帮助学生理解文本，而不是将整个完整的文本内容影像

提供给学生，反而会降低学生阅读的兴趣。 
范例支架一般教师提供具有对比性、启示性的例子、文本，对学生的阅读给予启示。范例支架向内

可出示与文本内容相关的范例，在阅读《水浒传》是理解李逵的人物性格可出示之前阅读的《三国演义》

中张飞的人物形象，进行相似性的范例学习。除了内容范例以外，还可出示文本范例，通过引入与课文

的同类文本或整本书，对照阅读，拓宽视野，并深化对原文的理解。文本范例支架可以从文本特点切入，

形式多样。可引类似主题的多个文本，如在阅读《慈母情深》时选择母爱作为范例主线，引入高尔基的

《母亲》感受不同国家的母爱，引入《便当里的头发》感受不同母亲不同的爱，引入安徒生的《母亲的

故事》感受不同体裁中的母爱故事，对比不同体裁的表达情感的不同；文本范例还可引入作者相关书籍

进行，在阅读曹文轩《草房子》时，可引入曹文轩其他作品，如《一头特别牛的牛》、《雪灯笼》体现

同一位作家笔下不同的故事，以及可以了解作家的写作风格；除此之外还可以引入选文的完整作品，小

学阅读文章中有许多长篇小说的选文截取，在阅读选文时可将全文引入，如阅读《草船借箭》时可引入

《三国演义》的整本书阅读。范例支架搭建的方式多样重要的是教师能够发现切入点，并进行有联系的

范例支架构建。 

4.3. 联系生活，建构生活化情境教学 

阅读文本由他人而创作进行一定艺术加工，远离儿童生活，加上整本书阅读是一个全方位的阅读方

式。这就需要教师构建一定的情境，帮助学生深层次的走进文本。首先可采取抛锚式教学的情境引入，

在真实的情境中引出阅读，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其作用贯穿整个阅读教学过程的始终。如阅读

《一粒豆荚里的五粒豆》时，教师可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情境，将小女孩生病不能出门的事情讲出来，

让学生对小女还的境遇感同身受，并在锚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情境，引入情境阅读。情境还可以生活化，

根据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围绕课文内容，创设了生活情境。在《一粒豆荚里的五粒豆》引导学生你是

小女孩在生病时你希望在窗外看见什么？看到豆荚成长你感觉怎么样？让学生从情感上进一步体验理解

课文，通过对情境的共情、移情来真实的沉浸在小女孩视角中。此外还可构建情境性的任务，在阅读时

可联系实际生活，设计出与实际联系的任务或任务群，如阅读《格列佛游记》时，可设计的情境性任务，

如果你是格列佛，请你写信告诉你朋友你的经历或者根据文章描述画出文章中你最喜欢的一个世界，诸

如此类的具有实操性和情景性的任务。引导学生走进文本，深入的阅读文本。 

4.4. 开展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优化整本书教学 

建构主义强调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这与整本书阅读契合。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的阅读具有独特的个

人理解，通过与其他学生的交流可以增加视角，扩大视野，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想法。整本书阅读的大

部分是由学生独立阅读的，中间穿插交流可以督促学生去阅读，减少放弃的念头。在交流之中教师也能

及时了解学生的阅读进度、想法、面临的困难，从而及时的进行支架调整。要推进整本书阅读的交流合

作，教师要营造合作交流的氛围，鼓励学生们互相交流看法，自己也与学生进行轻松平等的交流。其次

教师要提供交流合作的机会，使学生有积极交流的机会。教师在阅读中可开展阶段性阅读成果展示交流，

通过“聊一聊你的书”的形式让学生进行展示，学生之间对于相同或不同的部分进行交流，学生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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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或者碰撞出不同的想法。教师在此过程中要对学生的交流给以引导，并认真发现学生的交流之处，便

于后续阅读指导教学的进行。在学生进行深入的整本书阅读之后，教师可进行整本书的讨论，阅读完之

后的交流讨论帮助学生再次梳理文本内容，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教师可根据文本内容拟定文本的核心内

容相关问题，提出供学生讨论，如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表达的情感。 

4.5. 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 

建构主义理论的学习观、教学观要求教学评价的要重视学习过程，提出了自我评价和元认知评价方

式[5]，这在评价理念、方式上给予整本书阅读以启示。整本书阅读重视学生对文本的整体性感知，重视

学生感受的过程，所以常模参照评价方式是不要适用整本书阅读评价，但也不可走向了极端，将评价权

交给学生，仅关注浮于表层的阅读感受，未深入考查其掌握状况。建构主义重视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元认

知评价，教师可为学生提供评价的工具和思路。教师可设计书籍阅读自评表，让学生根据自评表的内容

进行自我评价，教师和小组同学对其再进行评价，学生根据教师和同学评价反思自我评价。形成自评–

他评–自评的形式。评价内容的选择首先是基本的阅读方面如阅读的兴趣、阅读的方法、阅读的速度、

合作交流情况等方面，其次要基于阅读文本的特点进行，在阅读过程中文章主旨的把握是否正确、阅读

之后情感的感知、精度泛读部分的选择等方面。阅读自评表或同学评价主要是主观问答、程度选项或者

问卷调查，教师评价除了以上三种选择外，还可加上阅读内容相关题目测试进行量化评价以及开展相关

活动观察记录。使得评价结果有依据又富有意义，真正做到多维度、有信度、有效度的评价方式，也挖

掘出整本书阅读的意义与价值。 

5. 结语 

整本书阅读作为语文阅读中一种新型阅读方式，如何有效开展整本书阅读是需要不断去探索的。在

建构主义视角下教师在进行整本书阅读教学时明确自身角色定位，促进引导作用的发挥、搭建阅读支架、

构建生活化情境教学、开展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来优化整本书阅读，这样才能

深入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挖掘其教育意义，从而改进学生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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