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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巧借图示，激活思维
在教学中，不少教师在交流反馈作业时或多或少存在着“重思维结果，

轻思维过程”“以教师思维活动替代学生思维的过程”等弊端。教师应巧借
《语文作业本》图示题，使学生的认知情况得以展现，充分暴露学生学习上的
盲点、矛盾点、冲突点，进而促进学生主动阅读、主动思考。如四下《挑山工》
中有一道图示题，让学生想想挑山工怎样登山，与游人有什么不同。

学生比较轻松地从文中摘抄到了三组不同，但对第四组的虚框表示疑
惑不解。于是我让学生猜一猜虚框用意是什么？学生思维一下子激活了，
有人说，书上肯定还有第四组不同。我让学生继续阅读，学生又找出两组
不同：挑山工走得慢，游人走得快；挑山工花的时间少，游人花的时间多。
这时，又有学生提出：我觉得这组虚框是让我们对上面三组不同进行概
括：挑山工虽然挑着重担，走的路线长，走得慢，但是一个劲儿往前走，所
以时间花得少；游人虽然肩上没有挑子，走的路线短，走得快，但东看西
看，玩玩闹闹，所以时间花得多。

到底谁的更有道理呢？笔者没有否定同学们的答案，因为作业本设置
这样虚框就是为了发散学生的思维，其实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思维一步步走向深入，对内容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二、巧借图示，破译方法
1.看懂图示，领悟方法
作业本中的图示题虽然形式多样，但有一些共性和规律可循。教师要

引导学生看懂每种图示所表示的意义，更好地发挥《作业本》图示题助学、
导学的功能，从而提高阅读质量。

（1）关注“泡泡”
作业本图示题中经常会出现泡泡，这些泡泡一般会提示填写的要求或方

法，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并读懂泡泡中的要求，明确问题指向，让图示题更好
地为阅读服务。如四下作业本《海上日出》中的第4题，两个泡泡分别提示学生
左边一列填写“表示时间变化的词语”，右边一列填写“表示颜色变化的词语”，
通过词语摘录，学生发现随着时间变化，太阳的颜色也在发生变化。

（2）关注范例
作业本图示题除了泡泡提示外，经常还会出现几个范例。学生通过范

例举一反三，实现学习的迁移，并能积极主动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获得自主学习的能力。

如四上作业本《麻雀》第5题，编者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摘录体现
猎狗凶猛、老麻雀勇敢无畏的词语。写猎狗给出的范例是“张开大嘴”，学生
一看就明白应摘录描写动作的词语来体现猎狗的凶猛。而写麻雀给出的范
例有两个，左边一列是“挓挲”，右边一列是“浑身发抖”。通过比较，学生发现
左边一列是描写麻雀动作的词语，右边一列是描写麻雀身体反应的词语。通
过阅读、摘录、朗读对比，学生明白了要体现老麻雀勇敢无畏不仅可以直接
描写它的动作，还可以通过描写老麻雀的紧张反衬它的勇敢无畏。

（3）关注图示和文本内容的对应
教师应引导学生将图示和文本内容一一对应，以保证思维的清晰性。

如四上作业本语文园地二《回收的塑料瓶都到哪里去了》中的一道图示
题，要求梳理塑料瓶的处理流程。学生看到复杂的流程图一下子无从下
手，这时，教师应给予方法，指导学生分步思考，化繁为简。首先让学生按
流程在文中用笔划出相对应的内容；然后给流程图标上序号，对所划内容
按流程图的步骤也一一对应标上序号；最后根据流程图提供的语言范例
对所标内容进行提炼概括填写。

2.自主填写，运用方法
学生看懂图示，明白要求后，教师要给予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

自主阅读，自主思考，自主探究，锻炼学生提取信息、提炼概括、整合信息、
比较阅读等方面的能力，让学生体验运用智慧进行探究的快乐。当然这并
不意味着老师撒手不管，教师要加强课堂巡视，及时发现学生的共性问
题，以便下一步更有针对性地指导。

三、巧借图示，落实要素
1.借图示梳理内容
巧借《语文作业本》图示题，能有助于学生快速厘清文章脉络，把握文

章主要内容。如统编教材四上《观潮》一课的图示题，结合课文相关段落，
可以帮助学生快速厘清课文是按“潮来前”“潮来时”“潮去后”的顺序来写
的，同时，学生可以借助图示连起来说说“潮来前怎么样”“潮来时怎么样”
潮去后怎么样”迅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这一过程简化了教学环节，避免
了课堂上的繁琐问答。

2.借图示感悟形象
在阅读教学中，对于人物形象的感悟存在着不少“一放就散”或是“强

塞硬给”的现象，但如果能巧妙地利用图示题，就可以很好地将描写人物
语言、动作等关键语句有逻辑地集中呈现，为学生搭建一个从直观到抽
象、由浅显到深入的思维通道。如四下《黄继光》的图示题：

学生借助此图示，边阅读边摘抄黄继光在发起进攻的不同阶段所表现
出来的语言和动作，并通过边朗读边想象画面，加深对人物形象的感受。
最后通过师生引读，人物特点就会在学生心中渐渐丰满起来。这样有效地
避免了阅读教学中人物形象“贴标签式”的泛泛而谈。

3.借图示体会情感
对于“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教学中往往会出现教师的分析代

替学生阅读实践的情况。若能巧妙利用作业本中的图示题可以更好地发
挥优秀文化作品涵养学生心灵，提升学生品格的作用。如四下语文作业本
《天窗》一课中有这样一道图示题：

学生填完后，笔者这样追问：仔细观察所填内容，你发现了什么？学生
的思维立刻打开了：有的说，我发现左边一列都是现实看到的，右边一列
都是孩子们的想象；有的说，我发现孩子们的想象非常丰富，他们能从很
小的一点想象到无限多；有的说，天窗实在太神奇了，能让孩子们产生那
么多有趣的、好玩的想象。是天窗神奇还是孩子们的想象神奇？学生说：是
孩子们的想象神奇。理解内容后，笔者再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最后一
个自然段。这时，大家对文章思想感情的体会水到渠成。

总之，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利用作业本“图示题”支架，充分发挥图
示题的多重效用，让学生在图示题中发展思维、习得方法、形成能力，从而
真正提高阅读效能，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养。

以“图示题”为支架，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例谈《语文作业本》图示题的有效运用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屠霞云

思维导图，作为21世纪风靡全球的革命性思维工具，正悄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

从三年级开始，省编《语文作业本》就出现了不少图示题，且逐年增加。这些图示题形式多样，有

表格式、鱼骨图、情节梯、花形图、树状图、心情曲线图等等，主要指向要点梳理、信息提取、写作顺序

与方法的提示、做出评价等，有效地落实了教材语文要素，为促进学生语文阅读能力提供了很好的支

架。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不少教师存在着“为做题而做题，片面追求正确答案”“忽略单元语文要素

的落实”“忽视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等弊端。那么，如何以作业本“图示题”为支架，启发学生思维、破

译思考方法，落实单元语文要素，真正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略谈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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