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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 汤亚梅

语文要素，是语文训练的基本元素。

在课堂教学中是否落实语文要素，是评价

课堂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单元语文要素由

阅读要素和表达要素组成，并且按照一定

的梯度，落实在各个年级的教学内容中，体

现语言文字训练的系统性。因此，我们需

要从纵向上来解读语文要素，特别要了解

阅读要素螺旋式上升的教学体系，以便更

精准地制定和落实教学目标：教师不仅要

知道教什么，还要清楚教到什么程度。

之前学过的语文要素，在之后的语文

实践中反复运用、不断提升，这是统编教材

的一大特点。那么，在四、五、六年级的下

册教材中，哪些阅读要素在不断提升呢？

一、阅读策略有延伸
策略单元的编排是统编教材的一大创

新。从三年级开始，各年级编排一个策略

单元，但这些策略单元前后都有关联。比

如，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语文要素是“阅

读时能提出不懂的问题，并试着解决”，重

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程，通过联系上下

文、查找资料、请教他人等方式引导学生解

决问题，这就是对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阅

读时尝试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提出自己的

问题”的延伸。在四年级上册，教师引导学

生建立问题意识，提高学生阅读的主动

性。到了四年级下册，教材在“提出问题”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展开“试着解决问题”

的教学过程。

比如，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小英雄雨

来》的课后题：为什么说雨来是小英雄？带

着这个问题，尝试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

文。对于四年级出现的第一篇长文章，教

材要求“尝试用较快的速度默读”，也是在

为五年级上册“提高阅读的速度”策略单元

做准备。

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交流平台则是

对阅读策略的一次小结。通过小伙伴的对

话，对前几个册次的阅读策略和方法加以

总结，引导学生成为积极的阅读者，养成良

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因此，教师不能将阅

读策略单元割裂开来，这些阅读策略前后

联系，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建立策略意识，反

复加以引导和落实。

二、感受人物更细腻
到了中高年级，教材中写人的文章明

显增加了，需要学生用更细腻的情思，走

进人物内心，了解人物情感，感受人物品

质。从四年级开始，教材编排了 4个有关

人物的单元：四年级上册第六单元“通过

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体会人物的心

情”；四年级下册第七单元“从人物的语

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五年

级下册第四单元“通过课文中动作、语言、

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六年级下

册第四单元“关注外貌、神态、言行的描

写，体会人物的品质”。

教材编排从“体会人物的心情”开始，

用批注的方式，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

态体会人物心情的变化。到了四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从“体会人物的心情”到“感受人

物的品质”。如《“诺曼底号”遇难记》一课，

通过聚焦哈尔威船长在危难之际下达命

令，体会哈尔威船长临危不惧、舍己救人、

忠于职守的高尚品质。

五年级下册要求走进人物的内心，感

受人物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比如《青山

处处埋忠骨》，通过对毛泽东动作、语言、

神态的描写，让学生感受到毛主席既有常

人的情感，更具有伟人的胸怀。到六年级

下册，教材首次提到要关注外貌描写，体

会人物的品质。如《十六年前的回忆》，在

赏析“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

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一句中，“乱蓬蓬的长

头发”说明父亲受过苦刑，“平静”说明父

亲在经历残酷的折磨后依旧坚强。《语文

园地》中进一步让学生思考：外貌和神态

描写对刻画人物有什么作用？这就要求学

生在体会人物品质的基础上，还要从理性

层面思考外貌描写对刻画人物形象起到的

表达效果。

在这样层层深入地感受人物的过程

中，学生的理解能力渐次提高，对人物的认

识也更加深刻。

三、体会感情有进阶
“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

章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标准》（2011版）第二学段提出的一个重要

阅读目标。围绕“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

情”这一目标，语文要素又是如何在统编教

材中不断进阶的呢？

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一次提出要

“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

感情”。五年级上册有3个单元围绕这一目

标渐次展开：第一单元，初步了解课文借助

具体事物来抒发感情的方法；第四单元，结

合资料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第六单

元，体会作者描写的场景、细节中蕴含的感

情。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要求综合运用四

年级下册、五年级上册学过的方法，体会课

文表达的思想感情。比如《祖父的园子》一

课，记叙了“我”和祖父在园子里的生活。

平静、自由的园子在“我”的眼里是一个乐

园，文章将感情蕴含在景与事之中，表达了

作者对祖父深沉的热爱与依恋，以及对童

年园子中生活的深深怀念。

到了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阅读要素

是“体会文章是怎样表达情感的”，进一步

提高了要求：不仅要体会文章表达了什么

情感，还要体会文章如何表达情感。这一

单元的交流平台还进行了总结：有时，我

们把情感融入到具体的人、事或景物之中

（间接抒情）；有时，我们也可以把心里想

说的话直接写出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直

抒胸臆）。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统编教材

的语文要素纵向线索清楚，由易及难、由浅

入深。在教学中，我们只有深入了解前后

单元、不同册次语文要素的内在联系，才能

更精准地制定教学目标，稳步提升学生的

阅读能力。

□杭州市西溪实验学校 吴 昊

传统的体育课堂过分注重体能和运动

技能的评价，学生参与度不够，过程性评价

内容缺乏，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与社会

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关注不够，体育课评价

存在诸多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1.教学时侧重体育学科理论知识，局限

于体能和运动技能的评定。教师只注重体育

技能的传授，而忽视对身心健康、运动参与、

实践能力、体育学习情绪等方面的考量。评

价忽视了个体发展的独特性，容易挫伤学生

的自信心，削弱学生体育学习的积极性。

2.过分强调终结性评价，忽视过程性评

价。这样的评价是不科学、不完整的，即使

终结性评价能科学反馈学生的学习结果，

但对促进学生发展的作用有限。

3.重视表象，忽视实质。受传统课堂影

响，教师片面追求教学过程的天衣无缝、教

学环节的完美无缺、教学形式的规范，对如

何激发和调动学生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则很

少考虑。没有以学生为本，忽视了对学生

“学”方面的关注和评价。

4.课堂教学评价主体单一。评价主体

以体育教师为主，忽视学生的参与，有些体

育教师甚至凭个人主观印象评价。

5.没有正确处理“量化”和“质性”的关

系。在评价方式与方法的运用上，没有处

理好“量化”和“质性”的关系，评价时多以

成绩定论，缺乏灵活性与动态性。

二、解决策略
随着新课改的推行，教学评价的改革

势在必行。只有从评价上进行改革，才能

真正引导教学方向。“学为中心”是新课改

的趋势，对于小学低段体育教学而言，同样

要做到“学为中心”，引导学生更多地参与

到教学中。作为小学低段体育教师，可以

灵活采用以下四种评价方式，做到“四管其

下”，构建小学体育多元化课堂评价体系，

确保小学体育课堂教学效果。

1.及时反馈，实施全过程评价

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的学习是一个变量。作为教师，应

全程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对学生的

学习作出准确的评价。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首先会关注学生

的课前预习情况。课堂上，笔者会根据学

生的表现，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对于低段的小学生，教学中首先要培

养他们良好的卫生习惯。另外，小学生对

体育知识了解甚少，运动能力相对较弱，自

我保护能力较差，学生两极分化现象较为

严重，教师可以通过及时有效的评价纠正

学生不良的卫生习惯。

2.结合课标，开展多角度评价

体育教师应该展开多角度评价，对新

课标的内涵进行延伸。如“以学生发展为

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体育与健康课

程关注的核心是满足学生的需要和重视学

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新人的成长”“关注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

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体育与健康课程充

分注意到学生在身体条件、兴趣爱好和运

动技能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根据这种差异

性确定学习目标和评价方法……”这些理

念中既有高远的目标，也有具体的目标，既

有情感的目标，也有能力的目标。

笔者认为，评价要关注学生体育技能

的习得，更要关注他们在体育活动中表现

出来的情感与态度，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

立信心。因此，教师在开展教学评价时，要

紧跟新课标，发散思维，开展多角度评价，

不能仅仅以知识、能力的掌握程度去评价

学生学习的好坏。笔者在教学中认真研究

小学体育新课标，详细了解每个教学阶段

的目标，针对每一项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评

价，从而全方位评价学生的体育学习情况。

3.尊重学生，倡导多主体评价

“学为中心”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教师在评价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

性。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评价主体只有教

师。这种评价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因为

教师和学生的立场不同，评价的角度也不

同。因此，笔者认为，应倡导多主体评价，

如引入学生自评、小组评价等。笔者曾设

计过一张“小学低段体育学习评价表”，该

评价表结合新课标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评

价，包括学生的情感态度、过程方法和知识

能力。与此同时，该评价表还兼顾多视角、

多主体评价，将评价主体分为学生、小组、

教师，展开自评、小组评和教师评。教师借

此可以对学生的课堂学习有一个全方位、

多主体评价，避免主观臆断。

4.因材施教，推行差异化评价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培养教育人

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

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

叫“因材施教”。在进行教学评价时，教师

也应该因人而评，推行差异化评价。在小

学低段体育教学中，笔者发现每个学生的

基础不一样，对体育的兴趣也不一样。作

为教师，应该看到这种不同，在评价时对学

生区分对待。比如有的学生体育成绩很

好，但学习状态呈现一种退步趋势，教师应

该在评价时及时指出，不能因为成绩好就

遮盖了其他问题。同理，如果一名学生的

体育成绩较差，但在学习中呈现出一种进

步趋势，此时教师应予以激励。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可以是灵活多样

的，不同的评价方式有着不同的适用群体、

适用范围，也会收到不同的评价效果。比

如表扬性评价可以当众进行，这样可以增

强学生的荣誉感，而对学生的劝诫和批评

则可以私下进行，以此保护学生的自尊心。

教学中，笔者一直在探索多样化的评

价方式，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口头评

价，这种评价多在课堂使用，针对学生的课

堂表现进行评价，随机性强，也体现了教师

的功底与技巧；二是对比式评价，教学中笔

者会对学生进行分组，小组之间围绕体育

学习的各个方面进行比拼，教师评选出优

胜小组，从而激发学生的集体荣誉感，提升

学习兴趣。

构建小学体育多元化课堂评价体系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沈妙芬

新课程改革呼唤教学以学生为主体，

激发其内驱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理

念、教学设计、教学手法等方面有所改

变。平板电脑的运用，改变了教学内容

的呈现方式，带来了学生学习方式的变

革、教师教学方式的变革以及师生互动

方式的变革。平板电脑在语文教学中的

应用，使得学生的学习更自主，兴趣更浓

厚，师生、生生的互动更真实高效，让分

层教学不再流于形式。笔者结合《伯牙

绝弦》一课，谈谈语文教学中利用平板电

脑的优势。

一、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信息化时代，学生普遍对电子产品感

兴趣。平板电脑的运用，使得学生的参与

积极性明显提高。

《伯牙绝弦》是小学阶段的一篇小古

文，讲述的是知音难求的故事。对小学生

来说，古人的语言习惯会让他们产生距离

感。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教学

《伯牙绝弦》一课时，笔者利用平板电脑进

行教学。

课始，笔者向学生推送课文，并配乐

吟诵《伯牙绝弦》。学生被充满感染力的

诵读吸引，一下子激发了对古文的兴趣。

在自由诵读环节，每个学生都读得拿腔拿

调，饶有兴味。这样的诵读，使得学生对

古文的断句、理解水到渠成。因为学生人

手一台平板电脑，他们的注意力特别集

中，课堂效果非常理想。

接着，笔者给出几道习题，让学生在

各自的平板电脑上作答，以检查学生的课

前预习情况。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高涨。

学生答完习题，系统即刻统计正确率和错

误率。教师可以看到全班学生的完成情

况，学生的课前预习效果一目了然。这有

助于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情。而且，在

这个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很投入，专注于

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专注于系统呈现的

正确选项及错误原因的分析。

二、更有效地进行分层教学与辅导
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基础各不

相同，对知识的掌握速度有快有慢。平板

电脑走进课堂，更有利于开展分层教学。

比如，教师可以将练习题设置为基础题、

重点题、拓展题等，可以向不同学生推送不同的习题，

学生在平板电脑上答题，教师在后台系统上能够看到

每位学生的答题情况，并根据实时反馈进行辅导和讲

解。学生可以实时呈现自己的学习成果，收到系统的

批阅结果，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经验，再为不同学生推送

有针对性的练习题，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让分层教学

和分层辅导真正落到实处，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教学的

效率。

在教学“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

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

洋兮/若/江河！’”这部分内容时，笔者分三个层次进

行：基础一般的学生，笔者要求其正确找到生动形象地

描写“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的句子并反复诵读了

解意思；基础较好的学生，笔者要求其找到句子画下

来，并给“志”“善”等字注释，给句子写旁注；特别优秀

的学生，笔者要求其找到句子画下来，给“志”“善”等字

注释，给句子写旁注，并写下对“知音”这个词的解读。

这样的分层教学，基础一般的学生不再是课堂上的看

客，他们也能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有了成功体验的他们

更愿意聆听优秀学生的独到解读。优秀的学生也不怕

“吃”不饱，他们有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如此一来，大

多数学生都能在课堂上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并持续保

持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课堂最后，笔者还设置了一道主观题，让特别优秀

的学生担任组长，组织组员讨论：“你对伯牙绝弦的行

为有什么看法？你想对伯牙说些什么呢？请把你的想

法写下来。”学生们纷纷在组长的带领下在平板电脑的

研讨页面写下看法。有的学生对伯牙绝弦的行为持否

定态度，认为这是对音乐艺术的不负责任；有的学生对

他的行为大加赞赏，赞扬他和朋友之间情谊深厚。学

生们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个性化的观点。

三、能促进课堂中的多维度互动
教师利用平板电脑可以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互

动沟通平台，让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更频繁、更真实。

在理解《伯牙绝弦》中伯牙和子期的知音情感这一

环节时，笔者通过平板电脑让学生欣赏《伯牙绝弦》的

视频，倾听《高山流水》音乐伴奏下的课文朗诵，把学生

带入荡气回肠的故事情境中。在视觉和听觉的冲击

下，直观动态地呈现了“伯牙和子期一个弹得声情并

茂，一个听得如痴如醉”的情景。应该说，每个学生在

这样的情境中都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带着这

样的情感体验去研读文本，学生的解读才会充满个性，

这样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才最自然，也最真实。

在交流对“伯牙绝弦”这个问题的看法时，组长还

负责把组员的想法利用平板电脑的拍照功能，拍下后

上传系统。如此一来，学生就可以了解到彼此的想法，

最大化地分享自己和他人的学习成果。

有了平板电脑，教学不仅仅局限于同一空间同一

课堂，它还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即使寒暑假期

间，即便相隔千里，学生、教师也可以实时互动。在教

师的帮助和引领下，借助平板电脑这一工具，让学生自

主探究、互动合作，有效完成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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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要素在阅读系列中的梯度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