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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辨阅读 点亮语文思维
——以《巨人的花园》为例谈思辨课堂

宁波杭州湾新区世纪城实验小学 覃祖新
【摘 要】语文思辨性阅读就是让学生在文本分析中，通过已有知识和经验将文本中所含

内容进行逻辑推理，对培养学生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有积极作用。在语文课堂开展思辨性阅

读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关键词】思辨性阅读 课堂教学探索 思辨阅读价值

“思维发展与提升”是语文核心素养之一。《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在语文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关注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联想
想象、比较分析、归纳判断等认知表现，尤其要关注语文教学怎样用语文学科特有的方式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本文以部编版四年级下册课文《巨
人的花园》为例，探讨小学语文课堂开展思辨性阅读学习活动的元策略。

传统语文教学中，只是注重学生
的识文断字、基础写作的能力等。学
生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知识状态，很
少有自主学习的空间，也没有个性化

的观点，对课文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知
识表面，并没有深入去了解文本中所
蕴含的深意。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提
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不利于提

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思辨能力。
其实，孩子都有创造力。如何将其解

放出来？笔者在《巨人的花园》一课的教
学中尝试力求体现思辨性阅读，实现以

思促学，辨中有思，思辨结合，引领学生
在丰富的阅读中学会阅读，使学生养成
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升其思维品质，从而
在阅读中实现文本对话的深度建构。

一、开展思辨课堂教学原因

二、思辨课堂教学探索

（一）立足学情 夯实思维地基
《巨人的花园》是统编教材四年级

下册第八单元的第二篇课文。这个单
元是学生在三年级上册童话单元的学
习后，第二次集中学习童话单元，而
本次的童话学习又是在之前的学习基
础之上有所提升。三年级的学习中，
孩子们仅仅是去感受童话的奇妙，这
个单元的语文要素就提升到了“感受
童话的奇妙，体会人物的真善美形
象。按照自己的想法新编故事。”统观
整个教材体系，此单元是对三年级学
习的补充，也是为五年级的创造性复
述做铺垫。

基于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学生
的学情以及知识学习需循序渐进的
特点，笔者把第一课时重点和难点
确定为：

通过自主、四人小组合作学习了
解花园发生的变化，认识“对比”这一
表现手法，感受花园的神奇。把孩子
们和巨人在花园里一起玩耍的情景说
清楚。这些教学重点与难点的设定，
也是基于课文后面的习题而定的。下
面为本课课后习题。

（二）立足童话，彰显语文思维
基于教学目标和学生思辨能力的

发展，笔者结合课前课后的助学系
统，梳理出这篇课文的教学策略。

1.反馈预习 学习字词。
在这一板块的学习过程中，笔者

设计了这样的预习单。

学生利用这张预习单课前去自主
预习，自行摘录自己认为难读的词
语，大致了解课文讲了些什么内容，
还去抄录课文中描写花园的句子。教
学紧紧地围绕着学生的学情来展开，
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自主能动性。交流
词语的时候，不是老师认为比较难读
的词语拿出来给学生去认读，而是教
师在查看班级里所有学生预习单后，
选择一个学生有代表性的词语放在课
堂上。让学生自己读，带大家读。同
时，老师在这个教学环节中，适时注
意提醒学生学习自己认为难读的词语
的方法：请教别人，查工具书等。这样
的课堂从学生来，这样的学习，从学
生来，又回到学生中去，真正把学习
还给学生。让每个学生在预习时就得
到充分的自主学习与思考，借此，教
师在教学中也迅速找准学生的认知起
点，进而捕捉到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让学习真正发生。

2.借助作业 初识变化。
首先，学生通过初读课文，利用课

堂作业本的题目，让学生自主去完成
题目。

学生在完成预习单的过程中，教
师巡视发现学生在写的“巨人外出
时，________”填写的句子很详细，
于是及时在大屏幕上呈现两名学生的
学习单，进行如下教学：

师：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同学的学
习成果，你有什么想法？

生：我同意某某的，“这是一个可
爱的花园。”他的语言比较简洁明了。
而另外一个却比较具体。

师：（出示第二自然段语段画）我
们来看这两位同学的成果。他们所找
的都是描写花园的句子，但在以前的
学习中，我们也学到过用关键句概括
段落的意思。所以，后面的两个空，你
也可以去找找关键的语句来填。

将学生自主提取的比较零散的信
息呈现出来，让学生进行对比思考。课
堂上，教师的“引而不发”使学生都积
极地参与到“发”的过程中来，学生在
提取信息的同时，增加思维的敏锐感，
能学着辩证地思考问题，准确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让真正意义的“学习”又
一次在学生身上发生。在这个思维过
程中，学生选取出更适合的信息得出：
巨人外出时，这是一个可爱的花园；巨
人回来后，这是个凄凉的花园；巨人拆
除围墙后，又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梳理出花园发生了变化之后，学
生还要借助学习单，把文章讲了些什
么内容连起来说说。如此一来，学生
借助作业本，把作业本真正融入到课
堂学习中来，在他们的思考与辨析过
程中，学生对花园发生的神奇变化也
有了一个整体的感知。

3.研读花园 感悟神奇。
（1）外出时 想象画面。
文章的第二自然段，把巨人外出

时的花园景象写得生动形象。在课后
习题中的第一题就这样写道：朗读课
文，想象画面。而想象画面，也不是空
想的，学生的想象是有事物的。所以
在点评学生的想象时，教师还圈出了
学生说到的事物，这样学生也在读的
过程加入自己的个性化的思考，让他
们的思维再一次随着教学的推进而得
到再一次的发展。同时也为学生的对
比阅读作好了铺垫。

（2）回来后 领悟景物。
学生在默读课文第七自然段之

后，找出了巨人外出时所描写的事

物，教师也拿着学生的学习成果来进
行交流展示。其实，在这个环节学生
能够再次深层次去思考描写了哪些事
物，自己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怎样的一
个画面。同时也为学生的对比阅读和
创编童话打下了基础。

（3）对比阅读 激活火花。
在阅读中，总有新的发现、新的感

悟和新的索引，总是在变化中呈现出
万花筒般的风景，而这也离不开以学
生自主学习自主辨析的对比阅读。

①学生自学：自由读课文第二、第
七自然段，读完之后想一想它们有
哪些相同点又有哪些不同点，完成
学习单。

②学生完成自学后：互学：依次交
流你的发现；小组讨论，整合信息，组
长填写表格。

③学生在充分学习了以后，请小
组交流这两个自然段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在学生的交流活动中得出：相同
点：描写景物相同、都用了拟人手法。
不同点：景色发生了变化

在交流的过程中，学生发现童话
用上了对比的写作手法写出童话的神
奇。我们来看在文章中多次出现了对
比：外出时的花园和回来的花园不同、
花园里面和花园外面不同等。教师适
时引导，在阅读过程中将其有关内容
不断进行比较，对照和鉴别，这样既可
以开阔学生眼界、活跃学生思维，使认
识更加充分、深刻，又可以看到差别，
把握特点，提高学生鉴赏能力。

4.运用要素，创编童话。
学生运用对比、拟人的手法，想象

着说一说巨人拆除围墙后，把孩子
们在巨人的花园里尽情玩耍的情景
说一说。这一环节的设计，也是为课
后习题的小练笔做准备。从说到写，
学生把小片段说好，到写好，再去达
成篇章页中的“按自己的想法新编
故事”。

（三）立足童话，激发思维探究
学习到最后，教师和学生总结本

节课所学：一起去感受了花园在巨人
外出时，回来后，拆除围墙后发生的
神奇变化。同时启发学生去探究花园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奇妙的变化，也把
下节课学习的重点放在去发现巨人有
什么转变，从他的转变中体会人物真
善美的形象。

◎朗读课文，边读边想象画面。
◎说说巨人的花园发生了哪些

变化，巨人又有什么转变。

小练笔
发挥想象，把孩子们在巨人的

花园里尽情玩耍的情景写下来。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只有全面、深入、辩证地思考的学习经历才能称得上是有价值且是有意义的学习经历。故此，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应重
视思辨性阅读教学的开展，合理设置思辨性阅读训练体系，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促进学生主动阅读，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最终提高学生对阅读的兴趣，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

三、结语

《巨人的花园》课前预习单

1.摘录我认为难读的词语：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2. 我读了_____遍课文。
读了课文后，我知道课文主要
写了：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能找出课文中描写
花园的句子，并抄下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习活动一

自由读课文，想一想，巨人
的花园发生了哪些变化？找出相
关的句子，填一填。

巨人外出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巨人拆除围墙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巨人回来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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