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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教材教法】

初中语文统编教材自读课文阅读提示功能分析

赵佳佳

（石河子大学， 新疆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３）

【摘　 要】 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在自读课文中提供了阅读提示， 以帮助学生在独立阅读课文、 理清

逻辑关系、 发展求异思维时充分发挥其助读助学功能， 真正落实了学生 “自主读” 和 “独立学” 的教

学要求。 阅读提示可大致分为主题关联型、 相得益彰型、 延伸阅读型、 强化写作型、 发散思维型、 价

值导向型几个类型。 它不仅可以作为学生的阅读支架从旁协助学生顺利达成学习目标， 还可层层推进

学生领悟、 分析、 思考对文章的理解， 为学生掌握多种阅读技巧提供隐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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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以来， 教材的编写理念不断更新。 随

着精心打磨的统编教材逐渐投入使用， 现行初中

语文统编教材的助读系统有了较大变化， 自读课

文里设置的阅读提示更是一大亮点， 将学生的阅

读视野由课堂引向了课外。 阅读提示作为助读系

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用在于为学生的独立阅读

提供支架， 提供课文最基本的阅读方法和导向，
帮助学生掌握知识迁移能力， 把在教读课文里积

累的知识、 技巧、 能力迁移到自读课文， 使学生

的阅读有 “法” 可依。

一、 拓展阅读的范围

初中语文统编教材改变人教版教材拓展较少

的缺点， 其自读课文大部分为中外名著， 阅读提

示也加大了与文章内容必要的拓展延伸， 这种

“１＋Ｘ” 的阅读教学模式使学生阅读从一篇引向多

篇， 从一本教材走向多本读物。 比如 《列夫·托

尔斯泰》 是一篇蕴含不平凡精神的人物传记。 文

后的阅读提示分析了课文的写作特色， 并引导学

生进一步阅读课文原文以及茨威格的 《三作家》

和 《三大师》。 通过推荐同作者的其他作品， 减

轻学生阅读人物传记的畏惧感， 学生可以寻找自

己感兴趣的作家故事， 在生生交流中充分表达自

己的想法， 既加深了对作品、 作家的理解， 也能

从反复讨论中感受伟人的思想。 又如自读课文

《孤独之旅》 是一篇契合孩子内心的儿童文学。
文章以儿童的视角走进儿童的生活与内心， 通过

对 “孤独” 的强调表现孩童的成长。 文后的阅读

提示抛出了作者的长篇小说 《草房子》， 引导学

生通过阅读全书了解故事的前因后果， 感受主人

公内心孤独的心路历程， 体会不幸少年与厄运相

拼时的悲怆与勇气， 并达成整本书阅读的目标。
整本书阅读使学生的视野由课内延伸到课外， 也

使碎片化的阅读渐变为整体式阅读， 形成一篇带

多篇， 由线到网的辐射方式。

二、 诱导思维的发散

林崇德认为： “不管是智力还是能力， 其核

心成分都是思维， 最基本的特点是概括。” ［１］ 思维

是人发展的关键， 也是人智慧的集中体现， 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