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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的基本特点和创新之处是构建了“教读—自读

—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系。这个体系改课文的“精读”为

“教读”，“略读”为“自读”。“自读”强调的是学生通过自主阅读，将自己

在“教读”课中获得的阅读经验、阅读方法进一步运用到阅读实践中，

从而沉淀为自主阅读能力。学生通过“自读”，不仅可以将“教读”课中

学到的知识和方法进行迁移内化，还可以向课外进行拓展，并最终实

现素养的全面提升。

随着对教科书功能认识的深化，教师普遍认为，教科书不仅仅是

“教材”，它更是学生的“学材”，统编本教材助读系统就是紧紧围绕这

一理念进行设计的。自读课文的助读系统由“注释”“旁批”“阅读提

示”“读读写写”“补白”等组成，不再设置课后练习，体现了课标要求的

独立阅读、自主阅读理念。设置助读系统的目的是加大学生的自主阅

读力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审美情趣、 语言能力等语文核心素

养。但是，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却不能正确用好助读系统，一些教

师对助读系统视而不见、使用不当，把自读课文当作教读课文来上。

下面笔者就以自读课文《带上她的眼睛》为例，浅谈自读文本中助读

系统的运用。



一、巧借“单元导读”，确立教学目标

统编教材遵循《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的理念，积极倡导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鼓励自主阅读、自由表达。自读课文中

“单元导读”的设置，不仅能启发引导学生的阅读，而且能为教师提供

设计教学活动的思路。《带上她的眼睛》是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七年

级下册第六单元中的一篇自读课文，作者是中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刘

慈欣。本单元的单元目标主要强调“浏览”“提取主要信息”“对内容和表

达有所思考和质疑”，其中，“浏览”“提取主要信息”是阅读方法，“对内

容和表达有所思考和质疑”是阅读策略。基于以上信息，笔者将本课

的教学目标确立为：①运用“浏览”的方法，提取信息，梳理文章内容;②

体会文章伏笔运用的精妙之处;③理解科幻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笔者

是这样引导学生完成教学目标①的：在单元能力目标的统领下，首先

通过教读课文的学习，引导学生初步掌握“浏览”的方法;然后让学生在

自读《带上她的眼睛》时迁移运用这一阅读方法;最后在课外阅读中

反复运用、巩固，并内化为自身的语文能力和素养。

二、善用“阅读提示”，设计教学活动

本课“阅读提示”是单元目标的延续，其中的一个要求即是“采用快

速浏览的方式，顺着自己的好奇心，去追寻小说的情节线索”。由此，

笔者设计了“浏览课文，整体把握”的教学活动，首先出示“浏览”要求：

①不指读、不出声、不转头，通过眼珠迅速转动来获取信息;②提取

的信息包括开头、结尾、段首、段尾等位置中的关键信息以及文章的



其他信息（如标题、注释、旁批、阅读提示等中的信息），之后又以

任务单的形式检测自学活动（学习任务单一：浏览课文，把握内容。

学习任务单二：抓住线索，梳理小说脉络。）。这里用“浏览”的方式

切入，引导学生根据叙事类文章围绕线索叙事的特点，梳理出了文章

的两条叙事线索，明确了文章内容。

“阅读提示”的另一个要求是“课外阅读一些科幻小说名作，比如刘

慈欣的《朝闻道》、阿瑟·克拉克的《星》、弗诺·文奇的《真名实姓》

等”。根据这一要求，笔者设计了“方法迁移，课外拓展延伸”的学习活

动。通过课后阅读拓展，引导学生将在课内阅读中习得的“法”，运用

到课外阅读中，以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实现学生能力的有效迁移，

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也是统编版教材构建“三位一体”阅读教学体

系的初衷。

三、用好“旁批”，提升语文素养

1.利用“旁批”，渗透语文知识

《带上她的眼睛》是新选入初中语文教材的新课文。该文之所以

吸引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文中有大量的悬念和伏笔。“旁批”主

要针对“制造悬念”设置问题，如“‘眼睛还能被人带走？开头就设下悬

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一旁批既是对写作技法的精要点评又提

出了问题让学生思考。笔者顺势引导学生比较本文与《驿路梨花》的

悬念设置的异同，让学生体会设置悬念的作用。除此之外，《带上她

的眼睛》中还埋了多处伏笔。笔者这样引导学生进行分析：伏笔，是



文学创作中叙事的一种手法，指上文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或者物，对下

文将要出现的人物或事件预先做的某种提示或暗示，或者说是前文为

后文情节埋伏的线索。在文章中运用伏笔的好处是交代含蓄，使文章

结构严密、紧凑，让读者看到下文时，不至于产生突兀、疑惑之感，

有助于全文达到结构严谨、情节发展合理的效果。伏笔常常与照应配

合使用，即所谓的前有伏笔，后有照应。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飞

船上的生命循环系统还可以运行 50年至 80年，她将在这不到 10 立

方米的地心世界里度过自己的余生。”这就与开头的那句“是一个好像

刚毕业的小姑娘”相照应。所以说巧妙地运用伏笔与照应，可以收到

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效果。文中像这样的伏笔还有不少，

下面就请大家运用旁批法来体会。接着，笔者就引导学生使用旁批法

来自读课文，找出其他的伏笔。

2.利用“旁批”，启发学生思考

“旁批”具有启发性的特点，因此学生在阅读自读课文时，要结合“旁

批”的内容，层层深入思考，对关键段落、句子要反复揣摩，这样才

能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在自读课中，教师首先要给学生足够的独立

阅读和思考时间，让学生在足够熟悉课文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解并

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再加以引导和讲解，而不能以精细讲解代替学

生的自我思考。在学生充分思考的基础上，重点讲解“旁批”中的内容，

旨在点拨学生的思维，历练学生的语文能力。如引导学生思考“从这

段话中，可以看出小姑娘怎样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品质？”这一旁批，



加深学生对这一人物的认识。教师在启发学生思考问题时，要注意从

不同角度、层次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文本深处。学生思考之后可以将自

己的感受、评价写在“旁批”的周围，这正符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所提出的阅读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

力的要求。

自读课文里的助读系统对师生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教材资源，但

要用好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助读系统并非易事，还需要教师与学生

认真钻研教材，深入解读文本。统编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曾说，要

分清教读课和自读课两种课型，教读课以教师讲为主，自读课就是让

学生自主阅读。自读课要让学生运用在教讀课中获得的阅读经验，自

主阅读，强化阅读方法，发展阅读能力，使学生“得法于课内，受益

于课外” 。在进行自读课文教学时，教师需要处理好与学生之间的关

系，充分体现自身的主导性，并给予学生充足的自读时间，放手让学

生去阅读、去思考，从而体现自读过程的民主性与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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