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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部编语文教材将语文素养的各种基本因素分成若干个“点”,由浅入深、由易及难,分布在各单元的课文导引或习题设计中。这样便

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建构、素养的形成,便于教师明确“教什么”,从而从“人文主题”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着力研究语文要素的落实。本文就

一线教师如何从教学落实语文要素略谈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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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要素是我们在使用部编语文教材时必须紧扣的关键所在。学校语

文教学须依附一个完善的语文训练体系,因此教材中语文要素的编排必定

呈螺旋递进的态势,所以,教师在解读教材时要有关注一个学段乃至整个

小学阶段的整体教学目标的意识,在教学中要关注语文要素的前后联系,

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1 语文要素分布的梯度性 

(1)关注不同年级的单元推进。部编语文教材非常关注不同年级、不

同册次之间语言要素的衔接与发展。部编语文教材比较注重语文要素分布

的梯度性,整个小学阶段、每一学段的语文知识点和练习的安排,都依照其

深浅程度形成一条循环渐进、螺旋式上升的线索,是严格遵守语文学习规

律的。(2)关注同一年级的单元渐进。同一个年级语文要素的单元渐进相对

于前面的推进要容易把握一些。认真解读教材,可以得知语文要素的编排是

步步推进的。其一,习惯培养贯穿始终。其二,能力渐进,循序向前。其三,

注重交际素养的整体提升,从交际手段、交际对象、交际环境、交际规则

等多个角度入手培养学生角色意识,树立交际自信。 

部编语文教材重新强调了教学的梯度,这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语文

要素落实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按照教材的编排,一步步教扎实。一是切

忌“提前量”,随意增加教学难度。千万不要犯“急躁症”,给学生层层加

码。二是切记“过好关”,把握年段教学目标。每个学段语文要素的重点

各有不同：一二年级重点是习惯和朗读,三四年级重点是阅读和写作,五六

年级重点是综合能力。教师要转变角色,学会和学生分享一些学习中的问

题和话题,做好每个年段的事,把好每个年段的关,步步落实语文要素,培

养学生语文能力。 

2 语文要素实施的整合性 

语文要素的编排不一定都会在这一单元的每一篇课文中明显提及,但

在教学中,我们需要建立单元整组意识,要贯穿整个单元教学,并且逐步推

进。一般来说,部编语文教材一个单元内的数篇课文在共同的人文主题下,

围绕同一个语文要素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训练。在语文要素实施的整合

中主要如下：(1)关注课文与课文之间的联系；(2)关注课文与“语文园地”

间的延伸。“语文园地”类似于知识点的归纳,学习一个单元课文之后,会

对某些语文要素再度拓展训练。从课文到“语文园地”力求凸显本单元的

学习重点。在教学中,我们须要建立一个单元一个语文要素的意识,整个单

元联动,并贯穿在教学中逐步实现。 

部编语文教材“语文园地”中的“字词句运用”等栏目的特点是整体、

综合。不只是字、词、句单方面的练习和巩固,它还使语文学习有了多样

化的综合渗透。一个单元的课文以某个语文要素为例让学生发现、理解、

运用,继而又会在“语文园地”中专题整理、综合运用,因此语文要素的落

实一定要有单元整体意识。一是联结单元目标,导航整组方向。教师应该

站在单元整组教学目标的坐标上,以综合联动的方式推进教学,努力做到

前联后延、整组综合,既要整体设计,又要任务分解。二是聚焦单元重点,

实施分步训练。单元整合教学不仅能有序推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整体提升,

更有利于将本单元的语文要素与综合性学习、口语交际、习作等板块有机

整合。因此教学中不但要让学生了解课文说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课文

怎么说,课文为什么这么说,结合本单元语文要素,分步训练。 

3 语文要素落实的过程性 

虽然很多时候教材是用一道道课后习题呈现要落实的语文要素,但是

我们在教学中不能仅把它们视作一道道简单的问答题,而应关照全文,展

开学习过程,将其作为教学的重点实施。(1)注重语文要素落实的过程展

开。语文要素的落实一定要依附于练习,教师需要在富有新意的课后练习

上做足文章。具体做法如下：第一步,解课后练习,明晰目标。第二步,借

课后练习,有效预学。第三步,循课后练习,优化课堂。第四步,拓课后练习,

合理延伸。(2)注重语文要素落实的有机交融。识字写字、朗读课文、积

累语言、学习阅读是阅读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内容不是孤立的,它们

在学习过程中有机融合、滚动推进,在联系中发展、在交融中提升。低年

级学习课文的过程是朗读的过程,教学在一遍一遍的朗读课文中推进,每

读一遍课文都有不同的学习目标,每读一遍课文都有不同的学习收获。这

样,学生在读课文中识字学词、在读课文中理解内容、在读课文中体验情

感,同时积累语言、掌握方法、积淀语感。 

4 结语 

部编教材以人文主题为枝干、语文素养为树叶,穿插其中。实用性和

文学性相结合,强化语文学习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难度设置由浅入深、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并且将课外阅读纳入课程、强化运用联系实际。因此相

关工作者应该在教学中落实语文素养,帮助学生更快乐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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