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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揭秘统编版小学语文教参是怎么编出来的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全国多地 1.4 万人观摩学习，湖
南省各级教育专家、教研员参与现场
活动……近日，长沙市邹玲静小学语
文名师工作室举行的成果汇报交流会

“火”了。不过，它的“火”是意料
之中的事，作为长沙小学语文名师工
作室首席名师，邹玲静老师不仅带出
了一批优秀的语文老师，她个人建树
也颇丰，历年来论文获奖或发表多达
50 余篇，她还是湖南唯一一位被人
教社遴选为国家统编教材小学语文教
科书《教师教学用书》编写组成员的
一线教师。小学语文教参是如何编写
出来的？想学好小学语文的关键点是
什么？名师来告诉你！

3 年 20 余人只为编一本教参

“30 多年，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当小学语文老师。”7

月 15 日，学校已放暑假，邹玲静老师却没有闲下来，还

在为工作室的事务忙碌着，她用长沙话笑着调侃自己是

“一条路走到了‘黑’”。不过，邹老师的这条路走得可不

平凡，作为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2016 年

她就成为了长沙市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的首席名师，同

年被人教社遴选为教育部统编教材小学语文教科书《教

师教学用书》的编写组成员。

“当时，由全国小语会权威专家、统编教材编者、人

教社主编及从全国各地麟选的多位省级教研员组成了教

参编写组专家团队，我是当中唯一的语文老师。”邹玲静

老师说，2016 年，小学教科书进行重大改革，人教版、

湘教版、粤教版、苏教版、沪教版等版本教材要逐步被

取代，道德与法制、语文、历史三个科目更新为统编版，

这是我国小学教材的一次重大改革。有新教材，就得有

新教参指导老师如何教学，邹玲静老师和团队接到的任

务是编写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教材的教参，这是一个艰

巨又充满挑战的任务。

“新教材和老教材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任何材料可以

参考，都要靠我们根据教材编写原则与意图重新来思考

设计。”邹玲静说，语文新老教材最大的不同是以前的语

文课本是按一篇篇课文来教学，但改革后的新教材是以

单元板块组织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双线组元”。比如：

一个单元有四篇课文是讲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单元内

容主题线，那么，通过学习这个单元，学生还要习得如

何做批注或者如何学会提取关键信息等语文素养能力，

这是语文要素线。两条线索组合在一起即为“双线组元”。

“我记得，我们拿着三年级上册的新教材光试课就试

了4 个多月，然后写了 2 万多字的教研报告。再根据试

课的情况不断调整设计思路，最后改了十几稿。”邹玲静

回忆说，人教社对新教参要求特别高，一是一定要有新

思路，团队里有成员熬了几个通宵辛辛苦苦写了几万字

稿，但因为一直没办法突破传统的教学思路，全部都要

推翻重来。二是审核严格。“一篇篇，一句句，乃至每一

个字、每一个词，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比对推敲。”

最终，20 多人的团队，历时三年，撰稿几十万字，又

数易其稿，最后才有了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最新版教参。

作为长沙市首席名师，又是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参的编写者，

邹玲静老师也受到了很多家长的

关注，在现场和线上，不少家长

纷纷向她讨教，如何让孩子学好

语文的问题。

“小学语文学习关键就抓两

点：阅读和写作。孩子语文学不

好的重要原因，是对语文的学习

只停留在单调重复的读背层面上，

孩子感受不到文字的魅力，体会

不到文字背后的意趣，只有机械

的记忆，那么他的表达又怎么会

丰富生动？在这个过程中，老师

的教学，家长的配合其实都非常

重要”。邹玲静老师说，小学语

文新课标提出了语文学科核心素

养四方面的要求，分别是文化自

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和审美

创造。提高语文素养就是运用语

言进行听说读写的言语能力。言

语能力不是靠教师“讲”出来的，

而是需要在言语实践活动中“练”

出来的。语文教学最关键的是创

设适宜学生的言语活动情境，引

导学生去感受、领悟、积累、运用，

在“学得”与“习得”的双重转化中，

生长言语能力。

“比如，三年级下册的《童年

的水墨画》这首诗，是一首写意诗。

老师先要依托教材，在“趣”字

上做文章，创设阅读情境，激发

孩子兴趣，通过引导交流阅读体

验，让学生分享童年的快乐感受，

在诗文中体会意趣之美。课堂外，

家长可根据教师的建议，收集同

类型的儿童诗歌丰富孩子的阅读，

寻找和搜集同类型表现美好生活

的诗歌丰富孩子的阅读，当孩子

看得多了，感受生活的形式多了，

自然而然就会激发他想用文字来

记录和表达美好生活的欲望。如

果每篇文章，老师能这样去教，

家长能这样配合，这样一个孩子

六年下来，他的语文素养积累可

以到达一个非常不错的水平”。

培育“诗心”，给孩子一张文学入场券 

提到阅读和写作，邹玲静特

别提倡学好古诗文，培育孩子的 

“诗心”，这是给孩子一张文学的

入场券。 邹玲静说 ：“《中国诗词

大会》 第三季总决赛冠军‘外卖

小哥’ 雷海为曾说 ：‘记得在我

七岁左右的时候，我爸用毛笔在

小纸 片上抄写古诗，贴在我家的

厨房里，我们每天进进出出都能

看到， 就这样，父亲在我心里埋

下了爱诗的种子。’老师和家长

应该像雷海为爸爸那样，从小在

学生心里种下一颗‘爱诗’的种子，

现行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词

篇目大幅度增加，彰显了国家对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

视。学习古诗文能涵养精神气质，

唤醒文化自信，提升文学鉴赏力，

一生受用无穷。”

不过，邹玲静也提到，古诗

文语言凝练，意蕴深远，情感浓

郁，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

如何理解品悟诗文难度很大。怎

么教好古诗文？如何通过课堂教

学，有效打开古诗词与儿童精神

世界的链接？这是困扰很多一线

老师的问题。

“培育儿童的“诗心”，教师

要引导儿童多体味意象。如芳草

萋萋的长亭、落日依依的江水等

意象背后都有着浓郁的中国古典

文化色彩，需要教师充分挖掘，

带着儿童站在文化的源头，发现

生命成长的意蕴，对于小学低年

段古诗词教学，语文教师应善于

捕捉古诗词中的“趣点”，紧扣

教材，立足课堂，延伸课外，激

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为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她带

领名师工作室团队历时六年，研

讨了大量古诗文教学案例，收录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 129 首（篇）

古诗文，编写了古诗文教学指导

用书《走向儿童的古诗文课堂》。

每首古诗，都按“文本解读”、“教

学设计”“教学札记”三个部分

编写。虽然，这本书还未正式出

版，但在交流会上已未出先“火”。                

 除了《走向儿童的古诗文课

堂》的编著，三年研修中，邹玲

静带领工作室团队执着向前，一

批年轻老师在她的引领下获得

不同程度的成长，她和团队多次

被市教育局授予“友谊教育科研

奖”，并荣获“长沙市青年文明号”

“长沙市人保杯名师工作室团队”

光荣称号。个人曾获评长沙市首

批“卓越教师学科带头人”“长沙

市优秀教师”称号等。

“语文教学要以发展学生的

语文 素养为核心， 从每 一 个孩

子生命成长的高度观照自己的课

堂，让母语温暖童心，让阳光照

进心灵！建构‘有生长力的儿童

语文’，是我最想送给孩子们的

人生礼物。” 邹玲静老师说。

夏天小儿咳嗽的因素
有哪些
文 / 徐畅 （湖南省儿童医院
呼吸内科）

夏天小儿咳嗽的因素有

哪 些？1．吸 入物：夏季 不

及时清洁和消毒空调，甚至

不恰当地喷洒驱蚊剂等，是

导致宝宝频发咳嗽的主要原

因之一。2．感染：咳嗽的形

成和发作与反复呼吸道感染

有关。夏季，不少宝宝过度

贪凉，或是忽冷忽热、打破

正常的作息规律，都容易患

上热伤风或者病毒性感冒，

出现咳嗽、流涕等症状。3．

食物过敏：现在，由于饮食

因素而引起咳嗽发作的现象

较为常见，尤其是婴幼儿容

易对食物过敏。夏季的冷饮

也是诱发过敏性咳嗽的患儿

发作咳喘的因素之一。4．气

流和气候：夏季，有些家庭

中长时间为宝宝开冷空调，

然而 1 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宜

长期吹空调，长期吹空调易

导致其咳嗽、喘息发作。咳

嗽一般要 3 到 15 天才能好，

已经 到医院看病开 药的父

母，不要一发现宝宝又咳嗽

就急忙换药换医生。

亲子宝典

学好语文这两点最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