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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应用
“单元一体化”下小学语文教材的工具性
□合肥市伦先小学  徐婷婷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明确规定“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
本特点”，并且“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是小学语文课程的
基本理念。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依据“单元一体化”，在编排上层层递进地设置教材内容。
单元不仅是教材编排的结构部分，更是基于一定的目标与主题，将教学内容中具有关联性的
要素加以组织的单位。因而“单元一体化”的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更有助于学生掌握和巩固
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
注重语文素养的双线组织单元结构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采用“双线组织单元结构”，即用共同的人文主题将课文编排在同一单
元，这些课文又具有共同的语文要素。在每单元导读中，页面上方首先出示人文主题，页面
右下方再出示语文训练方法和习作要求。
以语文训练要素为主线，每单元的教学重难点直接体现在单元导读中，每课的课后练习也围
绕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出题。语文园地中的“交流平台”更是将本单元的语文要素进行概括和
总结。例如，部编版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语文要素是“阅读时尝试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提
出自己的问题”。第二单元中的第一篇课文《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课文导读首先提出“
读课文，积极思考，看看你可以提出什么问题”。课后习题出现“小组问题清单”。这让学
生们首先学会提出问题。第二篇课文的导读和课后习题告诉学生提问的角度不同，教会学生
提问的方法。第三篇课文的课后习题引导学生学会从内容、写法和联系生活实际等角度提
问，并且掌握问题的层次性。第四篇课文的导读提示学生不仅需要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还需
要解决问题。最后在第二单元语文园地“交流平台”中，展示了四位学生学习本单元的感
想，这也是对本单元语文学习方法的提炼和总结。语文园地的“日积月累”也出现了四句古
人和学会提问有关的名言警句，这将本单元的语文要素进一步升华。本单元的语文素养对于
提问的教法逐级递升，学习难度也逐级提高，从引导学生借助提出的问题去理解课文，到充
分尊重学生提出的问题，最终多给学生运用提问策略进行阅读的机会。
教材优化识字与写字的方法
部编版一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为实现幼儿园和小学学习之间的过渡，第一单元首先安排简单的
识字，第二单元才开始拼音的学习。在识字和拼音的基础上，第三单元安排简短课文的学
习。这一编排打破了以往教材先学拼音，后学汉字的方法，先从身边常见的汉字入手，再引
入到学生不太熟悉的拼音，更符合新生的学习认知特点。在教材编排中，一年级的拼音教学
达到保底的目标：准确拼读，正确书写；二年级至中年级拼音教学要求在运用中巩固、熟
练；高年级学生需要逐渐适应信息社会对拼音教学的要求。
同时，合理安排识字写字序列。例如，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五”的“识字加油
站”中列出了厂字头和穴宝盖两个部首的生字并组词，厂字头扩展出四个词语“厨房、厕
所、车厢、大厦”，穴宝盖扩展出四个词语“洞穴、窟窿、窑洞、窄小”，随即共补充了九
个生字“厨、厕、厢、厦、穴、窟、窿、窑、窄”。由此可见，部编版教材科学选择字种，
首先教会学生了解汉字的共同特点，然后让学生能举一反三，学会更多同偏旁的生字，加强
高频字词的使用。
识字方法多样，有字理识字、传统蒙学、看图识字、事物归类识字、反义词识字和儿歌识字
等等。例如，字理识字教会学生发现形声字偏旁表义的特点，使学生能触类旁通。在部编版
三年级上册教材中，关于形声字的识字教学，让学生能够认识到声旁和形旁，能自觉运用声
旁策略和形旁策略解决字音和字义问题，运用形旁线索猜测字义，运用声旁线索类推字音。
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习惯和能力
增加课外阅读内容。部编版教材中设置许多课后阅读扩展环节。例如，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
册教材第一课《观潮》，在课后习题中列出了一首诗《浪淘沙（其七）》，展示了古诗词中
对于钱塘江大潮宏伟壮观景象的描写。随后又补充了“资料袋”，介绍了钱塘江大潮与当地
的特殊地形有关，让学生更能感受到钱塘江大潮汹涌澎湃的壮观景象。
训练学生自主阅读的方法。部编版语文教材在鼓励学生热爱阅读的基础上，还教会学生阅读
的方法。例如，三年级语文教材在单元导读中逐渐渗透自主阅读的方法。三年级要求学生能
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上册第六单元要求“借助关键语句理解一段话的意思”；第八单
元要求“学习带着问题默读，理解课文的意思”；下册第六单元让学生做到“运用多种方法
理解难懂的句子”，在第八单元时则鼓励学生做到“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复述故事”。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阅读教学编排，既符合小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又结合相应的语文
要素，形成了循序渐进式阅读教学。这样既有利于学生掌握自主阅读的方法，又提高了学生
自主阅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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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写话与写作训练
部编版语文教材中，习作是每单元语文要素的实践训练。部编版语文教材采用单元写作教
学，每单元的“交流平台”为本单元习作的写法提供重要指导。首先每单元围绕统一的写法
汇编课文，一个单元的课文使用同一个写作手法，但是每一篇课文写作指导的难度又逐渐提
升。从中学段开始，每册书第五单元设置一个习作单元，各单元有明确的写作主题，由两篇
课文和两篇习作例文组成。例如，三年级上册习作主题是“观察”，三年级下册习作主题是
“想象”，四年级上册习作主题是“按一定顺序把事情写清楚”，四年级下册习作主题是“
按游览的顺序写景物”。
每单元的课文为本单元的习作提供了写作内容和素材。四年级上册的习作单元人文主题“我
手写我心，彩笔绘生活”，引导学生们发现生活之美，记录生活中印象深刻的事。选取了《
麻雀》《爬天都峰》两篇课文，教学时让学生“了解作者是怎样把事情写清楚的”。接着在
“交流平台”中，结合单元课文总结出把一件事写清楚的写作方法。随后编排了“初试身
手”，选取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场景和案例，让学生看图并发挥想象，把图片的内容说清
楚，再写一段话。先学再说，结合片段练习，为下一步的自主写作层层铺垫。部编版小语教
材对写作方法尤为重视，把习作与阅读、口语交际相结合，从课文到例文，先总结写作方法
再进行写话练习，围绕着一个写作方法不断练习。让学生从了解到掌握，最后到自主运用这
项写作手法，真正学会写作。
统编时代要求教师具有整合教材的能力，立足“单元一体化”，发挥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注
重语文教材工具性的优点。教师能够关注学情，稳健探索，将单元间甚至跨书册单元间的教
学内容进行建构、重组、整合，以期真正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核心素养。

学 科一见
说说数感和量感
□东至县实验小学  祝丽娟
  合肥一六八玫瑰园学校  郑朝晖
2021版课程标准目标明确，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集中体现数学育人价值。新课标小学阶
段将原来提出的10个核心词，扩展为11个核心素养，新增了量感，为区分小学和初中的不同
侧重点，将推理能力、数据分析观念和模型思想改为推理意识、数据意识和模型意识。并且
详细描述了核心素养的主要表现及其内涵。
数量作为数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经常会被一起提及。很多教师在教学数的认识时，会将培养
数感作为主要目标，也会有很多教师同时提出培养数感和量感。数的认识是不是一定要培养
量感呢？
曹培英教授在《跨越断层，走出误区：数学课程标准核心词的解读与实践研究》一书中，提
到数感的例子。他结合两个课例“100以内数的认识”和“1000以内数的认识”中数100颗黄
豆和估1000张纸的厚度的例子，以及有位教师教学“整万数的认识”捧着100万元钱的例
子，指出了执教教师“数感”与“量感”混淆的问题。那么，数感和量感具体是指什么，有
什么区别呢？
数感和量感的主要表现及其内涵
数感主要是指对于数与数量、数量关系及运算结果的直观感悟。能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数的
意义，能用数表示物体的个数或事物的顺序；能在简单的真实情境中进行合理估算，作出合
理判断；能初步体会并表达事物蕴含的简单数量规律。数感是形成抽象能力的经验基础。建
立数感有助于理解数的意义和数量关系，初步感受数学表达的简洁与精确，增强好奇心，培
养学习数学的兴趣。
量感主要是指对事物的可测量属性及大小关系的直观感知。知道度量的意义，能够理解统一
度量单位的必要性；会针对真实情境选择合适的度量单位进行度量，会在同一度量方法下进
行不同单位的换算；初步感知度量工具和方法引起的误差，能合理得到或估计度量的结果。
建立量感有助于养成用定量的方法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习惯，是形成抽象能力和应用意识的经
验基础。
数感和量感的区别
数感是对数与数量、数量关系及运算结果的直观感悟。数感感悟的是数的大小和数量的多少
以及数的顺序，如数的意义和组成；数量之间的关系，如大小关系、相差关系、倍比关系、
变化规律等等；以及运算结果，能基于数学或现实检验结果的合理性。
量感主要是指对事物的可测量属性及大小关系的直观感知。量感感悟的是事物的可测量属
性，如长度、面积、质量等，知道要用小单位度量大单位，统一度量单位，会根据实际选择
合适的单位进行度量，直接度量得到度量的结果或者通过推测得到度量的结果，感悟它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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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大小关系，会进行单位换算。传统度量主要针对几何概念，但现代度量范围已扩展到其
他领域。
数感主要是对数的感悟，量感主要是对量的感知。不管是几何度量还是数的度量，其结果最
终都是用一个数来表示度量结果。史宁中教授在《为什么要强调量感》一文中讲到：数感和
量感的本质都是数的表达。谈数感时，可以把数量中的后缀量词（计量单位）去掉，如一匹
马、两头牛、三件衣服分别表达为1、2、3，在形式上去掉数后面的量词，用符号表示数。
这里的数主要是表达个数，把数后面的量词去掉，这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使得数具有了一
般性。数学研究的问题要脱离现实背景，只剩下数和数量关系、图形和图形关系。谈量感
时，计量单位不可以去掉。有的运算是保留单位的，有的运算是不保留单位的，如路程=速
度×时间、总价=单价×数量这两个乘法模型是不一样的，总价=单价×数量中总价和单价的
单位是一样的，路程=速度×时间中单位还要相乘。因此，数感表达的数与量感表达的数是
不一样的。
这样说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量感中的数一定要带单位，而数感的培养是可以不需要带
单位的？如“1000的认识”，如果让学生用计数器表示数，理解数的意义和组成，那是在讲
数感；如对“100万”的认识，如果让学生估计100万元钱有多少，那就是在讲量感。
再回到曹培英教授书里的话：培养数感难免会牵涉到量，但培养数感不宜过多依赖量，尤其
是不宜选择特殊的量，豆、纸币、纸的量感不是人人都需要建立的。
无论是整数还是分数、小数都可以带上单位表示数量，也可以不带单位用来表示两个数量的
关系。也就是说，一切实数，在应用时，都是有量纲、无量纲两种情况并存。因此，培养数
感也不是只有“联系量”一条路径。

特别推荐
浅谈小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方法
□当涂县青山中心学校  岳承贵
语文课标中明确指出：阅读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可谓没有阅读就没有语文学习，没有学生学
业的健康发展。阅读的培养在小学起步阶段显得尤其重要，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如何培养学
生的阅读兴趣，成为家长比较关心的话题。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辅导实践经验，在此建议不
妨先从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做起，授之以渔。
培养对汉字热爱和敬畏的习惯
我国汉字的出现和使用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汉字具有优美、辨识度高、形象直观达意三大
特点，并且已形成一种艺术——书法艺术，这是任何其它文字所无法相比的。在培养学生阅
读习惯时，不要忽视对汉字热爱之情的培养，把汉字在产生和演变过程中的一些传说故事讲
给学生听，如仓颉发明汉字的故事，有趣的汉字之谜故事。让学生爱上汉字，同时不忘培养
对文字的敬畏之心，如在古代，读书要“净手洁案”，拿书前要洗手，清洁书案，甚至沐浴
焚香，以示对文字的敬重。除此之外，要训练学生读书时做到“心无杂念口无杂言”，要努
力为学生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读书环境。只有对汉字心生热爱和敬畏，才会去接受，去珍
惜，喜欢上阅读，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为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打下基础。
培养积累阅读量的习惯
学生初次接触阅读，要把握好两个量，即文字的量和时间的量。新课标有标准，一年级课外
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这是文字的量。为轻松有趣有效地达到阅读字数要求，要给学生制
订切实可行的阅读计划，从时间和字数等方面考虑。根据家庭和工作时间规律，每天陪孩子
一起读书，再互相复述故事，交流想法，启发孩子边阅读边思考。同时可用记录表的形式帮
孩子记录用时和阅读字数，留下阅读成绩。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共同阅读一本书，
到同一时间一起读书，等孩子养成阅读习惯，家长还需要适当地监督，把关一些阅读内容和
阅读行为。为让孩子起初乐于阅读，选择阅读内容也很关键，可选择一些浅近的儿歌、童
谣、古诗、童话、寓言、故事等图文并茂的书，避免孩子产生厌烦情绪。在此过程中可采取
一些适当的激励措施。
培养对文字进行想象的阅读习惯
文字本身及其所描述的内容，可以激发大脑的想象力，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这也是文字阅读的魅力所在，能带来阅读的快感。可引导孩子在文字阅读时，对书中
描写的景物、刻画的形象以及记叙的细节进行想象，可联系生活环境中的四季、节庆日的场
景、家人间来往等，从中获得阅读文字的乐趣，从而培养孩子阅读书中文字的习惯。碎片化
和图形化的电子阅读，造成孩子依赖“屏”的声、色、图、形等感官刺激，蜻蜓点水似的阅
读无法打动心灵，更触及不到灵魂，孩子无法进行深度阅读和阅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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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阅读习惯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讲究科学性和趣味性，同时还要考虑儿童的心理
特点和认知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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