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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部编本初中学段写景类篇目为例,分析了部编本课后助学系统是如何引导我们科学的去“教什么”“怎么教”及“学什么”“怎么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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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全国各地投入使用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简称部

编本),这套教科书按照课程标准理念编写,坚持守正出新的思想,在范文

系统和课后助学系统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助学系统能够帮助教师

明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促使教师知

道“教什么”后而去研究“怎么教”,学生知道“学什么”后而去思考“怎

么学”的转变,因此助学系统在语文教科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

表明,一套优秀的教科书助学系统存在的三个共性：一是尊重学生主体地

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二是注重学习过程,阅读与生活结合；三是注重

读写结合。部编本的这套初中语文教材无疑具备了这三个共性,教师用好

了课后助学系统,特别是作业系统,就能有效地引导学生科学的学习语文

知识。因此,我想就作业系统这个助学系统中 重要的一环,以初中学段写

景类篇目为例,探究这个系统是如何引导我们科学的学习语文知识的。 

首先,我先对部编版写景类的代表单元进行了作业系统知识梳理,如下图： 

部编版写

景类代表

单元

课后作业系统中的语文知识

七年级上

一单元

(散文)

《春》：能读出文章中的景物；能对文章语言的评价进行初步论证；比喻的学习；

词语句式中的表达效果；朗读中的重音和停连。

《济南的冬天》：能抓住景物的特点,并复述这些特点；对文章中评价性语言的

初步论证；拟人的表达效果；重音和停连；能抓住特点写景。

《雨的四季》：阅读提示中有评价性语言论证的示范；多感官写作。

七年级下

五单元

(散文)

《紫藤萝瀑布》：能分析眼前景物和过去景物的交替所带来的情感变化；分析写

景状物手法(化静为动、多感官互通、物我交融)的妙处；对文章中议论性文字

的现实理解；用景物寄托某种寓意；同为写景文章的比较阅读。

《一棵小桃树》：反复出现的称呼和描写的作用；物我相融、托物言志的学习；

能对比写法上的相同与不同。

八年级上

五单元

(说明文)

《中国石拱桥》：提取关键信息填写表格；图文转换的能力；说明方法的作用；

说明文语言的准确严谨；说明性文章与散文在内容和写法上侧重的不同。

《苏州园林》：总分的说明结构的好处；说明语言的准确性；抓住特点进行说明；

独立阅读说明文章并能抓住特点区分介绍。

《蝉》：文学性说明文,语言的生动有趣与客观科学的统一。

《梦回繁华》：说明顺序；四字短语的作用；科学介绍背后的社会历史内涵。

八年级下

五单元

(游记)

《壶口瀑布》：抓住不同时节同一事物的不同特点；独到的观察角度；在写景中

表达自己的感受；赏析文章语言从描写过渡到感悟的妙处；在写景文章中比较

选材、构思、语言方面的特点。

《在长江源头各拉丹东》：理清脉络；复述所见所感；怎样进行描写；感受与所

写景物的关系及表达效果；眼前景象如何与想象中时间的远处与思考的深处相

结合,产生富于厚度和深度的美。

《登勃朗峰》：写景时的散文笔法与写人时的小说笔法的结合。

《一滴水经过丽江》：物的踪迹和视角中饱含作者的深情。  

由这四个写景类篇目单元知识的梳理中,我们能看到初中语文统编本

课后助学系统对语文知识教学的重视。语文界有一种观点,语文教育主要是

语感教育。但是语感是没法教的,不是让学生读《春》,感受到春天的美,读

《苏州园林》,感受到建筑的美,语文课就大功告成了的。语感的养成,应该

是一个人,一辈子,一直做的事,而不仅是语文课上的事,语文课上要讲语感

吗？必然要讲,但语感绝对不是过程,它只是结果。过程应该是语文知识,是

只属于语文这个学科,而不是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是只有在语文课堂上才

学得到,而不是到处都能获得的知识；是只有专业眼光才能评判,而不是只

要认识汉字都能置喙的知识。如上文表格中“写景文章中词语句子的表达

效果”“对文章中评价性语言的初步论证”“景物如何寄托某种寓意”“科学

介绍背后的社会历史内涵”“物的踪迹和视角中如何饱含作者的深情”等,

这些知识能力才是属于语文课独有的,当我们不知道教什么的时候,课后助

学系统为我们理出了一整条知识线,让语文教学不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解决了“教什么”“学什么”的大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好课后助学系统。 

再细细审读各篇目后的具体要求,我们还会发现,除了解决“教什么”

“学什么”的问题,单课的课后作业系统、课与课间的作业系统,还在指导

我们“怎么教”“怎么学”的问题。如《春》中“思考探究”第一题“看看

课文描绘了哪些春日图景”和《济南的冬天》中“思考探究”第一题“作

者是通过哪些景物呈现这一特点的”,这两个题就由浅入深,先从当下学生

的 基本能力入手,让学生读出文章中有哪些图景,到下一课就在此基础上

学习抓住景物的特点。这种编排,让我们看到了部编本教材的另一个特点：

科学。这里的科学,不是指科技专业,而是如下面这段话中说的：“在杜威看

来,事实上,当人们用有条理的、连贯的方式思考时,他们正按着科学方法进

行思考,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当杜威使用‘科学’一词

的时候,他不是指试管和统计数据,而是指解决生活问题有条理的思维和实

验方法,以此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教育的哲学基础》石中英,邓敏

娜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我所说的“科学”,就是这个含义。 

从上表的知识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写景类篇目在课后练习的安排上,

是先从单一的景象、浅层次的知识开始的,先学习写景类文章的通识,如抓

住景物的特点,词语句子的妙处,修辞的使用,描写的运用,情感的表现等；

之后再进入复杂的写景,比如过去与现在景象的交替,景物的遭遇与作者

的遭遇的交替等；再之后就展现出写景类文体的分流,从散文类变为说明

类,还有特别分支——游记,因文体不同,所以又引出了各自文体特点的知

识,通过不同文体的不同知识来分析文章,产生了不同文体的比较阅读,也

有了写作手法的比较阅读。另外,写景类文章的通识是“一切景语皆情语”。

在分析情感上,先从从泛泛的表层情感入手,如七上朱自清的《春》；逐渐

深入到个人的充满哲思的情感,如七下宗璞的《紫藤萝瀑布》；再到科学中

透出具有社会历史内涵的情感,如八上毛宁的《梦回繁华》；再到充满厚度

和深度的博大丰富的情感,如八下马丽华的《在长江源头各拉丹东》。这套

课后助学系统注意从学生的基础认知科学的推进入手,循序渐进,从浅层

向深层,从普遍到个性,从个人到社会,逐渐深入引导学生的思维向纵深发

展,在学习中科学地掌握语文知识,逐渐培养科学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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