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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教学原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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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联读：创新课文“新阅读”
□曹鸿飞

推荐理由
在不改变教材编排体例

的前提下，让优质的课外阅
读材料顺利进入课内，实现
整体施教。它带来的不只是
阅读量的加大，而是阅读内
容的打开，更是心灵的解放，
阅读的创造。“1+X”联读教
学研究历时 4年，吸收群文
阅读教学的优势与价值，将
其应用于课文阅读教学，以
内容的联读倒逼课文教学的
内容精选，促进阅读方式的
改变，实现课外阅读课内化，
取得了明显的研究成果与实
践成效。

“1+X”联读是一种联动阅读，它实现
了课内、课外阅读内容的联动，实现了一篇
课文和几篇文章或几本书的联动。其意义
是打开语文的边界，向更宽广的生活开放，
向更开阔的世界开放，向自己的心灵开放；
是在更广阔边界上的阅读与对话、打开与
联结。它超越传统的、单一的、离散的、壁
垒化的课文教学模式，变为一种以整体性、
联结性、探究性为特征的“1+X”联读教学，
实现教学资源的最优化利用，带来的是教
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整体变革，成为
一种新课文教学。

何谓“1+X”联读

“1+X”联读教学指基于教材内这篇课
文“1”，根据联读议题，加上与课文相匹配
的一篇或多篇文章（包括语段）“X”形成的
一组文章（“1+X”）的阅读教学。与单篇课
文阅读相比，“1+X”联读有如下特征：

是一种多文本阅读。与传统教材内单篇
课文的阅读相比，“1+X”联读的阅读对象从
一个增加到有关联的多个，阅读内容从一元
发展到多元，阅读视角从单角度到多角度，阅
读方式从一篇一篇读到一组一组读。

是一种比较阅读。比较阅读简单说就
是将两种或多种材料对照阅读，分析其相
同点和不同点的一种阅读方法。这样既可
以开阔眼界、活跃思想，使认识更加充分、
深刻，又可以看到差别、把握特点、提高鉴
赏力，从而达到加深理解课文的目的。

是一种网状阅读。教材内的课文阅读
多是单篇的点状阅读。“1+X”联读与传统
教材内单篇课文的阅读相比，阅读顺序从
单一的从头至尾的纵式阅读发展到既有纵
式阅读又有横向联系的网状阅读，扩展学
生的思维容量，提升阅读空间。

是一种联系阅读。教材内的单篇阅读
经验因零散难以形成结构，“1+X”联读将
曾经学过的课文与现在学的课文纳入一个
经验组织中，将教材内的课文与教材外的
课文形成一组结构化文章，建立知识间、经
验间的横向与纵向联系。

是一种联结阅读。“联结”重在“结
合”。运用联结策略阅读“1+X”形成的结
构化文章，使“1+X”文本在交互印证下体
验、证实（证伪）、演绎，实现学生与文本信
息联结、与已知事物和资讯联结、与生活
经验联结，使阅读的触角伸向多角度、多
视点，阅读更有深度。

“1+X”联读如何诞生

“1+X”联读教学会碰到以下操作问
题：联读议题如何确定？选文如何形成？
如何实现联读效应？

联读议题的确立。拓展类：指向文章
主题。如《桂花雨》与琦君的《粽子里的乡
愁》形成的议题“家乡的味道”，重在品读桂
花雨中桂花的甜润馥郁，灰汤粽的草木清
香，与思乡时的幽思绵长。再如《珍珠鸟》
与“作家笔下的光影”片断形成的议题“阳
光点亮风景”，重在体悟生活中阳光和心情
的联系，尝试描写片断。

表达类：指向表达模型。如六年级语
文上册《唯一的听众》《别饿坏了那匹马》联
读形成的表达情境模型：伏笔铺垫——在
文章前面预先暗示将要出现何人、何事或
留下悬念，在后文适当指出予以呼应或揭
示，在维·比安基科普小说《森林报》中验证
这种表达情境模型。

思考类：指向思维的提升。如《假如没
有灰尘》与《灰尘的旅行》《雾霾下的中国不
美丽》形成的议题“灰尘功过评”，其价值在
于通过不同角度的文本阅读引导学生在思
辨中认识事物，形成辩证的思维。

能力类：指向阅读能力培养。阅读教
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如

《我们家的男子汉》联读王安忆写给外甥的
《成长档案》中另外两则故事与成长寄语，
围绕一个联读议题“这到底是一个男孩子，
还是一个男子汉”展开学习，将文章读成六
个事例，读成三个标题，读出两个观点，读
成三张图示，读成一条线索，读成一本档案
……整个联读指向学生个体对课文信息的
筛选、判断、提炼，建构自己的经验，形成自
己的价值观。

策略类：指向“如何阅读”的实践。求
同、存异、互补、层递、可视化……指向“如何
阅读”的实践，便是策略类的联读议题。如

《矛和盾的集合》运用了“遇到问题—解决问
题”的思维方式，在课堂中引入图表，通过图
表进行归纳，提升思维。联读《世界上第一
台听诊器》，让学生学习借助图表梳理文章
思路、进行表达的方法，习得阅读策略。

混合类：兼而有之。如《通往广场的路
不止一条》与《挫折》《极夜的故事》《挫折的
礼物》形成的议题“挫败故事一组”，不仅有
文章主题，还有发现并感受这组故事情节
的共性：多波折、富变化。

选择优质的“X”。优质“X”的形成要

经过选择与加工两个步骤：
“X”的选择。“X”的选择是在与“1”确

定联读议题的过程中一起产生的，是根据
教学需要，在一个议题的牵引下选择适合
课上阅读的文本。“X”的选择要根据“1”的
议题进行，在具体的文本特性上可分为两
类：一是文本同质，即“X”与“1”属于同向
性文本，如课文《刷子李》选择的“X”文本

《表哥驾到》《张大力》《小抄写员》，都是一
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二是文本异质。如《假
如没有灰尘》从正面描写了灰尘的作用，所
选择的“X”的另外两个文本《灰尘的旅行》

《雾霾下的中国不美丽》则从反面描写了灰
尘的作用，如此形成正反特点的文本结构，
有助于对灰尘进行全面而辩证的认识。每
一个文本都须指向联读议题，或者说必须
在该议题所统辖的话题范围内选择与组
织。切忌因为个人趣味和价值取向，或者
对某个作者、某个文本难以割舍，生硬地将
其纳入，导致所选文本在本质上与议题的

某个维度产生偏差。
如从体裁出发选择“X”：同一体裁表达

不同的内容，同一内容用不同的体裁表达；
如从人物出发选择“X”：同一人物形象的不
同特点，不同人物形象的共同特点；从观点
出发选择“X”：同一观点的不同角度，不同
观点的鲜明对比；从作家出发选择“X”：不
同作家的同一题材，同一作家的不同题材。

除此之外，能够具有以下特征的“X”属
于优质选文：与课文形成规律特点的文章，
与课文形成矛盾冲突的文章，与课文形成
结构化的文章，与课文形成互文的文章。

“X”的加工。“X”选择后，并不一定就
与“1”在课堂上进行阅读，要实现两者的联
读化学反应，还要对其进行精加工，以实现
最大的联读效果。这个加工过程包括联读
议题再聚焦、文字内容再推敲、文本长度再
精简等。总体要求是指向议题、长短适宜、
难易适合、文质兼美、体式多元、适合在课
上阅读。

“+”的方式。在具体的教学操作上，
“1+X”并不是文本的简单叠加，“1”和“X”
之间围绕着教学议题组合在一起后，要思
考“X”如何与“1”组合，何时呈现最有价
值，发挥怎样的功能促进学生的学习。通
过探索，我们总结出以下6种“1”与“X”相

“+”的类型（见下表）。

“1+X”联读的实践价值

对语文教师来说，教材仍然是开展语
文教学的主要载体，课文仍然是语文教学
的重要资源，但课文的教学效益还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与实现。“1+X”联读教学不是
另起炉灶，随意拓展文本，而是通过“1+X”
联读实现对课文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学习。

以“联读”促进课内大量阅读。只有
读，才会读。相比传统用 2-3课时阅读一
篇课文，“1+X”联读教学带来的阅读量是
传统阅读教学 3-4倍，促进了课外阅读课
内化，增大了学生在课内的阅读量。而且
这些阅读文本是结构化的，保证了阅读品
位。在联读的带动下，“1+X”文本实现了
求活——注重多文本信息交流带来的阅
读多向性，打开了学生的阅读思维；实现
了求异——多个文本的同质或异质，使得
阅读答案呈现多元性；实现了求宽——拓
展了课文教学的阅读视域；实现了求联
——改变单篇阅读的闭塞性，加强了阅读
的整合互补与联结。

以“联读”丰富阅读方式，提高阅读能
力。中小学的阅读还只是在阅读内容上下
力气，至于怎样认识阅读、怎样进行阅读、
怎样提高阅读能力并没有专门的方法。在
单篇课文教学里，学生的阅读大多是以朗
读、品读等方式，以单篇独进、深挖细究为
主要特征的精读教学，阅读力很难得到真
正培养和提高。“1+X”联读教学中，因为要
联读几篇文章，不能再用单一的朗读和品读
方式，改变了精读教学一统天下的状况，构
建以一定议题为依托，以粗读、略读、浏览、
速读、圈读等阅读方式为主，以探索发现为
乐趣的联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面对的是
更真实的阅读，更侧重从信息提取、整体感
知、形成解释、作出评价等方面进行阅读，阅
读速度和阅读策略得到培养。

以联读实现统整跨界阅读。没有跨
界，不成阅读。“1+X”联读教学提倡的是整
合阅读，在联读的带动下，阅读教学将呈现
新的思维：一是高阶思维。联读的目的是
为了促进学生高阶能力的提高，这种能力
的培养在单篇课文教学中是有局限的；二
是创新思维。以联读实现主题统整，打开
思维，实现通过阅读进行学习；三是素养思
维。在联读带动下，培养的是学生的核心
阅读素养，促进“人的发展”的阅读整合。

以联读教学促进课文教学改革。运用
“1+X”联读教学最明显的变化是课堂上要
联读一组文章。联读一组文章绝不是阅读
内容的简单叠加，它使课堂教学内容的精选
成为必须和自觉，使教学过程更多地以学生
阅读实践为主，使阅读比较、阅读发现成为
主要的学习方法，使课外阅读课内化成为可
能，从而改变了教学内容繁杂、教学过程烦
琐、阅读偏于接受理解、课内阅读量不大等
课文教学长期以来的顽症。

同时，在“1+X”环境下，学生阅读时会
形成“文本交互”的现象。学生不仅要理解
课文的内容，还要看“1+X”之间的交互影
响。这种文本交互需要学生深入阅读和思
考才能够把握，使“1”的特征明显起来，使
课文的学习与掌握更容易。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教育教学
研究院）

许多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学生
课堂上主要的心理活动是认知性的。然
而，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学生的心理活动除
了认知性的之外，还有什么？情绪、意志的
活动与认知的活动哪个是前提？

情感是儿童早期关注世界、与世界建
立关系的第一条纽带。换句话说，在生命
的初始阶段，人不是靠认知与世界建立联
系的，而是靠情绪。如果我们把培养学生
扎实的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称作“实
力”，与“实力”相关联的学生的情感、情绪
就是心灵的“活力”，有驱动、调节、伴随、
辐射和引领作用，这应当是目的性的，应
当作为学习的基础或结果。要想学生学
得扎实，需要情绪的驱动、濡染、感化、浸
润和提升。

精神陶冶

文化一词在拉丁文中最初含有“敬神”
的意义，它表明文化常常指引人追慕最高
远乃至终极意义的精神境界，也即“道”的
境界。这样的“道”，不是强加给学生的，需
要通过一种精神的陶冶使儿童领悟。受到
精神陶冶的学生，周身会洋溢一种人性的
光辉。

语文教学十分强调“文以载道”“文道
结合”。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于“道”的
理解比较狭隘，文道结合变成机械的、生硬
的拼合和杂凑。在我看来，“文道结合”强
调的是基于语言内在神韵、本体意义上的
精神陶冶，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把语
言蕴藏的丰赡的内在意义彰显出来，连同
语言本身内化为学生的精神生命、价值意
识和情感信仰。

我们都知道，母语尤其是母语表达的
文学作品具有浓郁的文化内涵和情感魅
力。精神陶冶的主要方式是引导学生反复
吟诵、不断咀嚼语言文字，在充满美感的教
学情境中，探寻、体验和理解真、善、美、圣、
爱等方面的语言文化和内涵 。比如一年
级语文下册第 7 课《青蛙写诗》，“下雨了，
雨点儿淅沥沥，沙啦啦”。小诗一开始就展

示了一幅雨景图，从“淅沥沥”“沙啦啦”的
象声词中，我们能体会到雨声的悦耳动听
和文字的赏心悦目。怎样进行精神陶冶
呢？用轻快明朗的轻音乐渲染童话世界的
美感，奠定温暖的心理基调，用生动的画面
和教师绘声绘色的语言描绘，让雨点、青
蛙、蝌蚪、泡泡、水珠组成情境图，深深地印
在儿童的脑海里。

低年级儿童是用语言树立形象，用形
象丰富语言。语言的描述不只是启发引
导，也是一种语言范式。低年级儿童需要
多样的语言积淀，不仅限于课文的语言，也
包括教师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
需要对自己的语言进行修炼，不止内容还
有形式。课堂情境是美的、有趣的、生动
的，儿童带着安全的感觉走进极富诗意的
文本朗读中，获得心灵的愉悦和满足，产生

近似于“高峰体验”的课堂生活。

关注知识与知识间的距离

为了激发儿童的学习内驱力，调动儿童
的学习情绪，除了靠生动的学习内容和教学
方式外，还要关注知识与知识间的距离。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当新知与旧知之
间距离不大时，儿童很容易产生学习动
力。当新旧知识间存在很大距离时，就不
是知识本身所能解决的，它一定是动力问
题。比如，部编语文教材识字第一课《天地
人》，编者在介绍编写意图时说到了“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观，
也讲到了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
一”。这样编写的目的，是让学生入学的最
初几日，把中国汉字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特

有的语音感觉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学生，成
为一生的记忆。当成人很容易理解的编写
意图转化为儿童的识字课时，就不是简单
地给儿童讲天地人的关系，而是要把教学
内容和过程，适时调整为适合儿童学习的
内容和过程。比如，可以伸开手臂，张开两
腿站立着，认识人的头上是天，脚下是地，
人在天地之间。我在这里，周围有你也有
他，再来认识天地人你我他。这样经由体
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缩短认识上的距
离，对于新旧知识的衔接更容易。

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情感体验
远比其他心理活动更能影响人的身心发展。
为什么角色体验能弥漫、渗透到儿童身心的
各个方面？因为儿童的生命和情趣（情感）已
经“投射”到文本中，投射到活动中，达到了物
我两忘的状态。自己和学习活动、文本之间
的和谐以及自身发展的和谐达到了统一，这
与情绪的激活机制有密切关联。通过教师的
课堂调节，活跃儿童的情感力即体验力、感受
力和觉知力乃至完美人格的培育，让感情伴
随认知成为学习的过程。学生在获取新知的
同时，对知识的爱就会升华，最终积淀在语文
素养中。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海门市文化语文
研究所）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祝禧祝禧

重视学习情绪，让学生学得扎实

组合类型

补充式

解说式

延伸式

运用式

比较式

验证式

主要功能

“X”对“1”的背景、来源进
行有效的补充，帮助解
疑，加深对内涵的理解。

“X”对“1”中出现的关键
事物或核心概念做具体
描写。

“X”作为同类型文本阅读
的延伸与拓展，由学生自
主阅读，加深对“1”的文
本特点的认识。

“X”作为“用件”，让学生
在“1”中学习的阅读策略
予以运用。

“X”作为“用件”，与“1”的
主题、观点、写法等进行
互文比较，引导学生自主
发现。

“1”和第一篇群文组合成
一次结构化阅读之后，再
加一篇文章让学生快速
浏览，验证在前两篇文本
阅读中发现的特点。

呈现时机

在“1”的教学过
程中呈现

机动

完成“1”的教学
后呈现

完成“1”的教学
后呈现

在“1”教学过程
中呈现

在第一篇群文
介入之后呈现

范例

课文：《小摄影师》
X：绘本《我要大蜥蜴》

课文：《月球之谜》
X：《月面风光》

课文：《路旁的橡树》，
X：西师大版课文《向
大树道歉》

课文：《太阳》
X：《月球》

课文：《金色的草地》
X：浙教版课文《课间
十分钟》

课文：《七颗钻石》
X：传说故事《田螺姑
娘》

““11+X+X””联读让学生找到了高效阅读的路联读让学生找到了高效阅读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