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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文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苏兰芳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教材是重要的文本资源，教师是教材的使用者，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积极开发和利用文本资源，为学生提供一

个开放的学习语文的广阔天地，丰富学习内容，增添学习情趣，拓宽学习视野，提高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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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重要的文本资源，但不是教学中唯一的

文本资源。教师是教材资源的主要开发者和利用者，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转变观念，积极投身课

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能刻板地“照本宣科”，把

教材作为全部授课的内容和唯一的文本资源。要在

新课标的指导下，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通过研究

和处理教材,有效地挖掘利用文本资源，有机地开发

整合、拓展文本资源，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一个新的情

境,新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学习、运用语言的过程

中提高语文能力,促进语文素养的提升。

一、开发利用文本资源，通过字词教学，
引领学生拓展学习词语、成语、古诗

在小学语文字词教学中，积累和运用词语的练

习要经常进行，教师让学生用生字组词、扩词，用生

词联系生活说句子，由生字发散拓展，可以引出更多

的词语、成语、古诗等加以积累。例如教学生字“鸟”
时，教师可引领学生说出“鸟语花香、百鸟朝凤、笨
鸟先飞、小鸟依人、一石二鸟、惊弓之鸟”等与“鸟”有
关的成语；还可以积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

下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与“鸟”有关

的诗句。这种利用教材中的一个生字资源，引出多

个词语、成语、数句诗的做法，既让学生学习了生字、
新词，又充分、有效地复习、巩固了学生已有的知识

贮备，还拓展、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积累。

二、开发和利用文本的图、文资源，
进行仿说、仿写的训练

朱熹曰：“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

善学之既久，自然纯熟。”小学语文课文选用的是经

过千锤百炼的文质兼美的经典之作, 或句式精美,或

结构精巧,或布局典范,或表现手法独特。教学时对于

文本中出现的经典、精彩的语段,教师除了引领学生

朗读、背诵积累之外，还应模仿文本, 在语言经典处，

进行仿说仿写的练习。
《孔子游春》这篇课文中，有一段是描写泗水河

畔春景的：大自然多像一位伟大的母亲！广袤的大地

是她宽广的胸怀，茂密的森林是她飘逸的长发，温暖

的太阳是她明亮的眸子，和煦的春风是她甜蜜的絮

语……”这段连用了四个暗喻，用排比的修辞手法。
描绘了大自然的伟大与奇妙，读来琅琅上口，意犹未

尽。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仿照“（ ）是她（ ）的（ ）句

式。”展开想象，进行仿说仿写练习。学生说出的句

子有：“蔚蓝的天空是她漂亮的头巾，屹立的群山是

她健美的臂膀，清澈的泉水是她甘甜的乳汁，缤纷的

花朵是她五彩的肌肤，茂密的草地是她碧绿的衣裳，

鸟儿的欢叫是她甜美的嗓音，弯弯的月亮是她亲切

的微笑，闪烁的星星是她耀眼的首饰，绚丽的晚霞是

她羞怯的红晕，蒙蒙的细雨是她幸福的泪水，缥缈的

白雾是她神秘的面纱……”余音绕梁，言有尽而意未

尽。进行仿说仿写的训练，既内化了文本语言，又拓

展了语文能力的训练。
很多文章的省略号处、结尾的地方都留有悬念，

给文本资源的开发留下了空白。教学中，教师应该独

具慧眼，及时开发和利用好文本中的这些资源。

三、开发和利用文本资源，
把学习从课内带到课外

叶圣陶先生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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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

练技能”，同样可以凭借《荷花》这篇课文，引领学生

向课外阅读辐射，尝试阅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学

习积累有关荷花的诗句等。
教师把学生从课内带到课外，在课堂学习课文

的同时，不断激励学生阅读相关的课外书籍，可以拓

宽学生的阅读途径，提高阅读能力。如教《白杨》时，

布置学生阅读矛盾的《白杨礼赞》、杨朔的《荔枝蜜》、
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教《草原》时，带学生认识老舍

先生；教《草船借箭》，把学生带向三国，让学生了解

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还可引导学生学习

有关三国的歇后语，如“诸葛亮哭周瑜———假戏真

做”，“诸葛亮草船借箭———满载而归”，“诸葛亮斩马

谡———不念旧情”，“诸葛亮焚香弹琴———故弄玄

虚”，“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我们的课堂阅读

教学就应该这样把学生带向古代文化，带向现代文

化，带向世界文化。将读书的视野从课文引发开去，

从文学的视野走向人文的视野，走向文化的视野，让

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积累大量的语文知识，在书籍

的人文熏陶中提高语文素养。
如学习安徒生的《丑小鸭》时，为了让学生了解

安徒生，教师可利用文本资源，补充阅读材料《安徒

生的故事》，将它作为学生把握课文整体、对全文进

行感悟的阶梯，为学生由文悟道作好铺垫，通过读、
思、说、写等一系列语文活动，让学生了解安徒生由

一个穷孩子，经过努力一步一步地成了伟大的童话

作家的过程，引导学生写出自己从《丑小鸭》和《安徒

生》的故事中明白的道理，进而产生并发表既带有个

性的，又源自文本的精彩解读，一切水到渠成，做到

了人文教育不露痕迹、润物无声。

四、开发和利用文本资源，
拓展情景空间，填充文本空白

小学教材中的一些课文，或在情节上有所跳跃，

或在叙述内容、人物对话中有所省略，或在人物的心

理活动处留下令人想象的“空白”，或在故事的结尾

处设下悬念，给读者留下遐想和感悟的空间，给学生

的想象留下自由驰骋的空间。教学中，对于这些留

有想象空白，饱含丰富内涵的文本材料，教师可精心

挑选，引领学生在自读自悟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

膀，进行补白、拓展，或续写、改写，挖掘文本潜在的

信息，扩充其丰富的内涵，让学生在头脑中浮现具体

而生动的情境，引导学生在开发利用文本资源的过

程中，实践、体验、想象、探究、表达……水到渠成地

让学生在补白拓展中感悟文本内在的情感，丰富和

完善学生的精神境界，让文本的文字变得立体，实现

“语言”和“精神”的同构共生，“训练”和“感悟”的比

翼双飞，达到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
如《落花生》中有这样一句话：“妈妈用花生做了

几样食品，吩咐我们在后院的茅亭里过收获节。”在
这里，有意让学生思考：“妈妈都用花生做了哪些食

品？”由于学生在吃食这方面的体验很多，思维的火

花一下子被点燃起来，纷纷各抒己见。这样使学生

不但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也从中受到了花生这无

私奉献的精神教育。
综上所述，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有效地开发和

利用教材这一文本资源，让学生主动理解和体验，有

所感悟和思考，获得情感熏陶和思想启迪，通过对文

本的学习领悟到文本以外的东西，从而获得学习方

法，形成学习能力，提高语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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