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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

[摘	 要] 本研究以《我愛學語文（澳門版）》和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小學《語

文》為比較研究對象，就兩套教科書閱讀模組的選文呈現、助讀呈現進行了比較研究，梳理兩套

教科書選文的體例編排、體裁列入、題材選擇、國別區域、篇幅長短、難易程度、經典示範等方

面的同與不同，比較助讀系統閱讀提示、思考問題、練習強化、聯繫拓展的功能實現程度，以期

為兩地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的合理構建、功能實現，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借鑑。

[關鍵詞] 語文素養　小學語文教科書　人教版　澳門版　閱讀模組　比較

人的持續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在這個系統中，語文素養不可或缺。語文教學是提高語文素

養的主要管道，語文教材是實現語文教學的載體，教科書是語文教材的核心要件，閱讀模組是語

文教科書的主體。語文素養的重要性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通用學習的基礎性，即工具性和知識

性；二是知識、經驗、成果等的傳遞性，即應用性；三是個體情感、社會文化品質的提升性，即

思想性、文學性、審美性的統一。閱讀汲取、語文表達、成熟審美是語文素養的行為表現。葉聖

陶主張“口頭為‘語’，書面為‘文’”。 1  借鑑此說，本文所言“語文表達”即“口語表達＋

寫作表達”。積累（語言、知識、認知）、養成（習慣、技藝）、提升（思想、審美）是貫穿於

語文教學全過程的三個持續性動作，幾個概念的關係如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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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葉聖陶︰《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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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與人的持續發展關係圖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教科書是狹義的教材，是統一編寫、系統反映教學內容、被教學使用的書籍。教材是以教科

書為藍本，縱橫關聯、多維拓展所形成的豐滿而充實的教學材料集合。換言之，在使用教科書教

學的過程中，為了適應學情需要，通過增刪改補而實現的縱橫關聯、多維拓展的教學材料，即教

材，所以教材是以教科書為主體呈現、動態而發展的。語文教科書以文選組織為主體呈現，設置

識字（小學）、閱讀、寫作、口語、綜合實踐等模組。語文教科書的功能實現體現為：教學互動

以閱讀為原點切入，以表達為應用檢驗，實現培養對象的知識積累、能力發展、思想成熟、情感

豐富、審美提升。因而閱讀的承載是多維的，支持語文教學過程中的所有動作。

“模組”本是電腦語言，具有程序獨立性、可執行性、服務於“整個系統”生成的協同性等

特點，本文藉以表述語文教科書閱讀教學構成，較“板塊”更能形象地表達其可操作性與功能實

現生成性的特點。可操作性是指閱讀選組、助讀設計、累練設置、說寫關聯等，因語文素養階段

培養目標而定篇、定位、定點、定格呈現。生成性是指語文教科書閱讀功能實現，會因“人”的

變數，包括教情、學情、時境的差異而生成效果的程度不等、取向不同、所長不一的豐富性。

拆解閱讀模組，可分為識字運用、閱讀汲取、寫作表達、口語交際、綜合實踐等呈現形式，

並以選文為關聯相互融匯。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的呈現，必然是與寫作表達、口語交際、綜合實

踐目標交融的，口語、寫作、實踐模組也一定是與閱讀目標關聯的。在教學行動中，識、讀是原

點，說、寫是呈現。伴隨人的持續發展，識讀與說寫是循環往復的。

本文所研究的閱讀模組，僅限於“專題選文＋助讀系統”。通過比較內地和澳門兩個區域

教科書的閱讀模組，來探索研究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構建和完善。本文中閱讀模組的系統呈

現，源於兩版教科書梳理統計；相關功能實現，源於理論分析和筆者於內地和澳門前線教學指導

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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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版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意義

（一）教科書比較版本選擇意義

澳門小學語文教科書，以香港版本居多。原因有四：一是地域文化接近；二是生活語言同

宗；三是繁體字學用堅持；四是澳門沒有本土教科書。目前被使用的7個版本中，《我愛學語文

（澳門版）》（以下簡稱“澳門版”）， 1  由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為適應澳門《本地學制正規教

育基本學力要求》落實而出版，被選用最多。2017－2018學年，在全澳近60所中文小學語文教學

學校中，有30家之多使用，以此版為教科書比較藍本，具有代表澳門地域性特徵。

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小學《語文》（以下簡稱“人教版”）， 2   在2017年全

國使用的13種小學語文教科書版本中，此版被業界認為編寫實力較強、較權威，為全國大部分地

區使用。以此教科書為比較藍本，對內地更具有代表性。

（二）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的意義

對適用不同地域的兩版教科書進行比較，有利於小學語文教科書的完善和發展。

（1）有利於落實語文素養要求

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相互借鑑，更好地落實區域《小學語文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

一語文即教學語文）》（以下簡稱《學力》）， 3  以及《全日制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以下簡稱

《課標》）語文素養要求， 4  完善小學語文教科書對中華文化傳承、民族語文創新、國民語文素

養提升等更有效的構建。

（2）有利於完善教科書功能模組

對識字、閱讀、口語、寫作等模組的比較研究，有利於合理借鑑、科學規劃、有效呈現。不

同教情學情下閱讀模組的比較研究，有利於探索中華優秀文化傳承共性與個性的統一，不同背景

下人才培養共性與個性的需求，語文素養形成共性與個性的利弊分析。

（3）有利於提升教科書教學功能

從使用回饋來看，兩版教科書都有被選擇的認可，也都有教和學雙重的不足。比較研究兩版

教科書閱讀模組的系統呈現和功能實現，更有利於完善教科書選文適用、助讀高效的特徵。

所謂系統呈現，是指選文、選文組合、助讀設置的形式呈現。所謂功能實現，是指選文、助

讀的呈現能達至的教學效果。澳門版、人教版教科書編寫標準為《學力》和《課標》。兩者共同

要求可概括為：強調面向全體學生，着眼語文素養培養，豐富語言積累，培養語感，發展思維；

強調聽、說、讀、寫綜合；關注道德修養、文化薰陶、審美提升獲得；落實閱讀興趣、閱讀習

慣、獨立閱讀能力的目標。但兩者在閱讀量化要求上明顯有別：《課標》要求背誦優秀詩文160篇

（段），課外閱讀達145萬字；《學力》要求背誦優秀詩文60篇（古詩30篇），課外閱讀總量不少

於80萬字。同與不同之下的選文呈現、助讀設置比較，對兩地教科書完善有借鑑意義。

1 	余婉兒、蘇潔玉︰《我愛學語文（澳門版）》，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

2 	課程教材研究所小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2006年。

3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9/201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附件一《小學語文教育階

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一語文即教學語文）》，2016年。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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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版教科書選文呈現與功能實現

作為閱讀模組的主體，選文是否具有體裁豐富、題材多樣、背景廣闊、經典藝術、難易適度

的特點，選文編排是否體現遞進性、序列性、持續性的組織，將直接影響學習者積累有效、認知

有度、思想有素、情感得豐、審美得薰的實現程度。本文將從選文編排、文體類型、選文主題、

時空跨度、文本篇幅、文學藝術、綜合性實踐等方面來梳理比較。

（一）編排呈現與功能實現

（1）單元組構建各有不同

澳門版：前六冊每冊七個單元，後六冊每冊六個單元；單元設主題標識，無單元導讀，3－4

篇選文，按講讀、導讀、聆聽（視聽）功能設置，共計261篇，文後設“語文知識與運用”和“多

元學習角”等積累、強化、拓展性練習，設“單元總結與評估”為檢測、說話、寫作性練習。

人教版：每冊八組，不設主題，有單元導讀，每組4－5篇選文，按精讀、略讀功能設置，

共計381篇，單元設有讀寫積累、語言強化、口語交際、寫作練習、拓展連結等性質的“語文園

地”，每冊設置選讀文6－8篇，共計81篇。

（2）功能實現的情況分析

關於積累練習︰《學力》和《課標》要求不同，兩版選文數量相差大，閱讀積累客觀上存在

差別。澳門版篇章練習繁多，但因選文不足，語用效果並不一定理想；人教版“語文園地”集中

讀寫積累，與篇章結合會因教師操作不同而有諸多不同。

關於閱讀遷移︰從“講讀、導讀”與“精讀、略讀”設計來看，意在舉一反三、遷移學用。

其功能實現受限於選文數量和品質。

關於聽說︰澳門版單設篇章聆聽（視聽），人教版隨文聽說練習。篇章聆聽佔用選文數量，

會影響閱讀汲取。

單元組主題和單元導讀︰同為助讀，其作用發揮取決於表達形式、合理解讀。人教版一段話

提示，更便於師生解讀。

（二）體裁呈現與功能實現

為便於梳理，本文體裁不區分文章與文學類別，以兩版教科書呈現為述。包括：兒歌、兒童

詩、兒童故事、童話、寓言、詩歌、記敘文、說明文、應用文、議論文、小說、戲劇、散文、古

詩文等。

（1）體裁呈現的共同點︰一、遵循學生的年齡特點，由感性到理性、由易到難。二、低年段

多兒歌、兒童詩、兒童故事、童話、寓言、記敘文和少量淺顯易懂的古詩，因集中識字之需而編

寫的兒歌佔有一定數量。三、中高年級逐步豐富選文的體裁。說明文遞進選入，二年級始有說明

認知性的兒歌、童話故事和小短文，三年級過渡到科普說明；陸續增加應用文、小說、戲劇、散

文、古文等。四、散文、記敘文比重較大。五、兩版選文均從四年級始增強文學性，如選入簡單

劇本和文學名著節選或改編。

（2）體裁呈現的不同點︰一、古文入選時段不同。澳門版三年級始；人教版五年級始。二、

議論文選用有別。澳門版五年級始選；人教版未選。三、文學作品佔比不同。澳門版名著節選

少，改寫多；人教版名著入選多，五年級下冊始選四組中外文學作品，選文體裁豐富。四、古詩

文比重有別（表1），澳門版古詩文合計24首（篇），約佔261篇選文的9.2%；人教版古詩文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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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首（篇），約佔381篇選文的12.9%。

（3）體裁呈現分析︰一、低年級多選兒歌、童詩、記敘短文、童話等體裁。有部分因集中

識字之需而編寫兒歌、兒童詩和小文，符合兒童認知興趣，這部分選文有便於滿足集中識字之優

點，也存在需要商榷的編寫不足。二、記敘文選文居多，貼近學生生活表達，有利於讀寫結合實

施。三、借鑑以往實驗，較早和較多選入古詩文，也便於集中識字，且有利於精準表達。四、議

論文觀點及表達生活化，選入有助於學生思想成熟和觀點表達。

表1　兩版教材古詩文統計

古詩 古文

澳門版 人教版 澳門版 人教版

一上 ／ 3 ／ ／

一下 2 4 ／ ／

二上 ／ 4 ／ ／

二下 3 4 ／ ／

三上 ／ 4 ／ ／

三下 3 4 1 ／

四上 ／ 6 ／ ／

四下 3 3 ／ ／

五上 2 3 ／ ／

五下 ／ ／ 2 1

六上 4 ／ 1 1

六下 ／ 10 3 2

總計 17 45 7 4

備註 六下人教10為背誦詩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和“人教版”統計。

（三）題材呈現與功能實現

兩版教科書選文按單元組題材主題分析如下（表2、3）︰

（1）題材呈現的共同點︰一、單元主題化。人教版雖未設單元標題，但單元組導讀提示和

選文內容可現主題。二、主題材豐富性。兩版皆以服務於學生的“認知積累、情感豐富、智慧

增長、思想成熟、審美提升”為總體構建，以自然、生活、科學、熱愛、成長、修養、文學等諸

多主題體現。三、比重有傾斜。“景物描摹”、“智慧認知”、“愛的情感”、“科學探索”

等類，單元主題細化，選文居多。如“自然景物”類，主題細化為自然現象、山水風景、山河壯

麗、地域民族、城市鄉村、四季生態等景與物的描摹寄情。

（2）題材呈現的不同點︰一、單元主題顯隱不同。澳門版五字標識主題，如“來學常用

字”、“歡樂在家中”、“故事有深意”等，具有工整性、激勵性、興趣化和祈使化的特點；人

教版通過單元組導讀突出主題。二、題材選文示範有別。人教版選文多，共計381篇（另有81篇

選讀）；澳門版選文少，計261篇。三、文學類比重不同。人教版五下始有4個集中單元，原作

較多；澳門版散選，且改寫多。四、勵志類體裁不同。澳門版比人教版多了議論體裁，如五下選

文《學習與思考》和六下選文《勤奮與成功》。五、澳門版選文突出愛澳題材，三下“澳門是我

家”和五下“迷人的澳門”，兩個單元8篇澳門題材，佔選文總數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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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題材呈現功能分析︰一、題材集中利於強化。自然景物和愛的情感類選文居多，有利

於三點強化，即︰1）結合現實認知真、感受美、體會情、懂得為；2）敘述、描摹、達情語言的

積累；3）讀寫結合過程中的認知、領悟。二、題材多樣利於成長。自然風物、祖國山河、地域民

俗、城鄉生活的認知感受中生成愛，人類、現象、規律、哲理等智慧故事中懂得思考發現，童年

快樂、善良助人、個性堅強、誠實包容中健康成長，名篇名著閱讀中學會欣賞判斷。

表2　人教版選文呈現及專題概括

專題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一上冊 入學教育 中文拼音 生活常用 四季認知 自然認知 常識認知 成長憧憬 認知理解

一下冊 認識春天 學習尊愛 愛對地球 夏日情趣 智慧認知 幸福童年 個性修養 科學世界

二上冊 秋色宜人 成長情思 偉大祖國 智慧認知 愛的旋律 愛的旋律 愛的旋律 科學世界

二下冊 春景意趣 愛的旋律 美麗祖國 智慧認知 自然畫卷 個性修養 智慧認知 科學世界

三上冊 成長情思 名人小事 秋景情趣 科學世界 文化傳承 美麗祖國 智慧認知 愛的旋律

三下冊 自然畫卷 保護環境 智慧認知 成長情思 愛的旋律 科學世界 愛的旋律 神話故事

四上冊 自然奇觀 智慧認知 童話故事 狀物情思 文化傳承 愛的旋律 成長情思 科學世界

四下冊 美麗祖國 個性修養 智慧認知 和平情懷 生命感動 田園情趣 智慧認知 智慧認知

五上冊 閱讀成長 思鄉情懷 科學認知 智慧認知 綜合性學習 愛的旋律 愛國情懷 偉人故事

五下冊 西部風情 成長情思 語言藝術 愛的旋律 中國古典 綜合性學習 文學形象 異域風情

六上冊 自然畫卷 愛國情懷 愛的旋律 保護環境 名人經典 綜合性學習 愛的旋律 藝術魅力

六下冊 智慧認知 民族風情 國家奉獻 外國名篇 科學精神 綜合性學習 古文背誦 綜合複習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人教版”統計，專題亦為作者自行概括。

表3　澳門版《我愛學語文》選文呈現及單元專題

單元專題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三 單元四 單元五 單元六 單元七

一冊上 我上小學了 來學常用字 秋天的節日 親親我的家 閱讀真有趣 一天天成長 說一聲謝謝

一冊下 小小觀察家 可愛的春天 漫遊童詩國 智慧小故事 文字的魔法 植物大放鏡 童心讀童話

二冊上 童詩的世界 開心成長路 親親我祖國 森林的童話 友情的故事 寓言有道理 想像的天空

二冊下 新年喜洋洋 文字的秘密 玩具百寶箱 歡樂在家中 校園生活冊 古詩的美景 科普小故事

三冊上 幫助我的人 故事的王國 向祖國出發 說話有學問 日記寫心情 四季好童詩 我有創造力

三冊下 名人放大鏡 生活小科學 我的小寶貝 給你寫封信 澳門是我家 成語故事屋 古詩見真情

四冊上 人生的足印 故事有深意 可愛的動物 知識的探索 漫遊神話國 旅遊的體驗 ／

四冊下 詩歌的世界 人物放大鏡 歷史與成語 溝通的方法 古詩話神州 科普展覽館 ／

五冊上 青春路上行 民以食為天 歷史是鏡子 古詩的啟示 大自然的話 名家的散文 ／

五冊下 語言的寶藏 說話的魅力 迷人的澳門 評論與建議 小說的魅力 聖賢的教誨 ／

六冊上 放眼看天下 智慧的種子 燦爛的文學 戲中看歷史 科技新天地 款款新詩情 ／

六冊下 筆下風景畫 論辯的藝術 古文的道理 飛越名人村 祖國的風采 告別小時候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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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別區域與功能實現

兩版選文都以中華優秀作品為主，體現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古典精粹。都有不同國別、區

域的選文，人教版國外選文比重較大，包括歐美亞多國作品65篇，約佔選文總數的17%；澳門版

國外選文5篇，佔比1.9%。選文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以開放包容的形式呈現，有利於學生開闊視

野、汲取多元。

（五）篇幅呈現與功能實現

（1）選文篇幅呈現共同點︰兩版都基本遵循從短小向漸長遞進，長短結合，如詩歌或古詩短

小精緻篇幅與現代文較長篇幅的選編結合。

（2）選文篇幅呈現不同點︰一、長短結合形式不同。澳門版短小詩歌或古詩，以獨立單元

形式選編。而人教版單元組內則長短結合，如五上第二組“思鄉情懷”有《古詩三首》（兩首七

絕、一首36字短詞）和三篇長文《梅花魂》（1,000餘字）、《桂花雨》（600餘字）、《小橋流

水人家》（近600字），無論長短均以精緻細膩表達思鄉深情。二、篇幅長短有別。從整體平均、

年冊對應看，人教版選文篇幅遠遠長於澳門版。人教版從四年級起入選千字篇章，澳門版五年級

以上的長文多是600字左右。以四年級下冊選文為例作比較：人教版選文40篇（包括8篇選學），

1,000字以上5篇，其中1,500字以上3篇；800字左右20餘篇；其餘為短篇或古詩。澳門版選文21篇

（包括聆聽篇），500多字的2篇；400字左右6篇；其餘為短文或古詩。選文數量澳門版僅為人教

版一半，篇幅澳門版不及人教版一半。

（3）篇幅呈現功能分析︰一、單元間或是單元內長短結合，有利於情感的多樣性表達和認

知，重視不同形式的薰陶感受。單元內長短結合更有利於同一主題的感受遞進。二、適時、適度

的長文閱讀，有利於學生閱讀能力階段達標和持續提升。

（六）難易呈現與功能實現

（1）難易呈現的主要區別為︰一、整體來看，澳門版較為容易。其一是選文數量差距大。其

二是選文篇幅差距大。其三是選文程度有別。從年段適應看，澳門版選文表達水平低就於學生可

達水平，以四下單元二“人物放大鏡”選文《媽媽的變化》為例，從兩點可看其低就：模式化的

首尾照應，為容易模仿而失示範性構思表達自然入心的感情；近學生語言表達水平，失精煉、形

象示範。其四是視野寬窄有別。如國別區域比較，澳門版視野顯窄。其五是經典名著傳承不同。

澳門版多改寫入選。二、從局部來看，澳門版古文較“難”。其一是選文難，如五下選文《論語

四則》、《孟子兩則》，年代久遠的語錄問答，需要補學的過多；六上選文《春望》、《破陣

子‧醉裏挑燈看劍》，對小學生而言賞析難度偏大。其二是編排難，如《論語四則》、《孟子兩

則》，一講一導，講讀不足以支持導讀的教學鋪墊。

（2）難易效能分析。選文少，則示範性不足、積累不充分；篇幅短，則閱讀理解提速慢；程

度低，則不利於寫作進步；視野窄，則不利於拓展豐富；改寫差，則不利於承襲發揚；過於難，

則學而知少或不知。

（七）經典名著與功能實現

（1）經典名著呈現之同與不同︰一、都以單元組織呈現，選文包括古今中外，中華古詩

居多，小說節選（改寫）。二、選文覆蓋不同，節選原文和改寫呈現不同，選文數量差異大。

以五、六年級為例：澳門版共計7篇（首）原文、節選（改寫）；人教版共計14篇原文或節選

（改寫），關乎《史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小兵張嘎》、《儒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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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紅樓夢》、《百萬英鎊》、《故鄉》、《安徒生童話》、《契訶夫短篇小說之凡卡》、

《魯濱遜漂流記》、《湯姆索亞歷險記》等中、外、古典、現代、長篇、短篇多部作品。

（2）經典示範功能實現︰教學實踐可驗證，選文多且背景豐富、區域覆蓋廣，有利於更好滿

足學生汲取、理解、判斷、審美、表達等更多生成的需要。

三、兩版教科書助讀呈現與功能實現

教科書的助讀系統，是多元組合，一般形式為：單元（組）專題擬定、單元（組）教學提

示、篇章導入、問題思考、積累練習、聯繫拓展等。兩版助讀系統呈現不同，人教版持簡，澳門

版主繁（表4）。

表4　兩版教科書助讀系統呈現

助讀形式

兩版呈現
人教版 澳門版

教材體例說明 無 圖文說明

單元（組）專題擬定 無 五字片語

單元（組）學習提示 單元（組）導讀提示 無

單元（組）學習重點 無

按“聆聽”、“說話”、“閱讀”、

“寫作”、“語文知識”、“其他”分項詳列

《學力》學習重點。

篇章插圖 小幅；部分 大幅；全部

篇章提示 區分精、略。精讀不設；略讀前設 區分講、導。講讀前設；導讀不設

思考討論 文後集中式＋文中標注式 文後集中式

積累練習
形式簡潔：“語文園地”中“我的發現”、

“日積月累”

形式繁多：篇章後設“語文知識與運用”＋

“多元視角”

聯繫拓展

文後“思考討論”＋文後“閱讀連結”＋語文

園地中“口語交際”、“寬頻網（故事連結、

交流平台）”

文後“多元學習角”＋“單元總結與評估”

之“說話、”“閱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和“人教版”製作。

（一）從單元提示看兩版助讀功能（表5）
從表5舉例可見：

（1）不同形式同類作用。人教版相對詳實的單元導讀提示，與澳門版五字單元標題，都有單

元組選文閱讀提示作用。

（2）作用成效各有不同。澳門版單元標題提示作用，取決於主題擬定的合理性，和教學的認

知和解讀；人教版單元導讀提示作用，取決其與文本內容情感、學生認知領會能力的契合度，也

取決於教學解讀和提煉。

（3）兩版形式皆需改善。澳門版單元標題，與單元選文對應，有許多尚需商榷推敲；人教版

單元導讀，用一段話提示內容特點、學習方向、學習行動，也存在方向與內容特點是否統一的商

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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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兩版單元標題舉例及分析

學段單元 單元標題/導讀 單元選文 功能分析

澳
門
版

三下

單元一
名人放大鏡

《齊白石畫蝦》、《機

智風趣的紀曉嵐》、

《王羲之的故事》

“放大”中見名人智慧？還是“放

大”看名人智慧？不如直接擬定：名

人智慧。

六上

單元四
戲中看歷史

《晏子出使楚國》、

《完璧歸趙》、《將相

和》、《折箭》

前三為“戲”，後一無“戲”；看

“歷史”的甚麼？從文本可鑑歷史名

人智慧。擬為“讀史明智”更鮮明。

人
教
版

二上

集中識字

第七組

藍天、白雲、高山、河流，大自

然就像一幅幅美麗的圖畫。我們

會用自己的雙手，把畫畫得更

美。

《 動 物 拍 手 歌 》 、

《“紅領巾”真好》、

《清澈的湖水》、《淺

水窪裡的小魚》、《父

親和鳥》

這一組歌文貼近學生的情感認知，有

大愛意識引領。組前助讀稍顯偏移，

雙手畫與保護有聯繫，但有偏移。順

應孩子們心中柔軟，引領珍愛行動，

會更自然。

三上

第七組

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

的問題。想的不一樣，做的不一

樣，結果往往就不一樣。下面這

組課文，講述了幾個生動有趣的

故事，這些故事會告訴我們怎樣

看問題，怎樣想問題。讓我們多

讀讀，多想想。

《矛和盾的集合》、

《科利亞的木匣》、

《陶罐和鐵罐》、《獅

子和鹿》

導語提示：遇問題該怎樣對待──智

慧認知；思考創新。前兩篇孩子們相

信智慧思考的創造；讀後兩篇會懂得

不能智慧認知的愚蠢；多讀讀多想想

可獲得更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和“人教版”製作。

（二）從人教版“精讀”、“略讀”與澳門版“講讀”、“導讀”看助讀

（1）兩組概念的助讀設置共同點︰從教科書編寫意圖解讀，兩組概念目標所指一致。如

《略讀指導舉隅》所言，“就教學而言，精讀是主體，略讀只是補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讀是

準備，略讀才是應用”。 1  解讀“主體”和“準備”，從教與學雙重着眼，教學“精”、“講”

時，即實現舉一反三的“一”，使學生學有所得，且學會得之有法。解讀“補充”、“應用”，

“略”、“導”是用“精”、“講”學會之法去獲得，是教和學的鞏固與檢驗，是學的生成和應

用。

（2）兩組概念的助讀設置不同點。一、兩版教科書選文的篇章提示和思考討論，因“精”、

“略”和“講”、“導”在設置上有區分。人教版“略讀”選文前設導讀提示、選文後不設思考

討論；“精讀”選文前不設導讀提示，選文後設思考討論。澳門版在講讀和視聽（聆聽）選文前

設導讀提示性的“課前熱身操”，不設導讀；講讀導讀文後設思考討論，視聽（聆聽）文後不設

思考討論（表6）。二、《課程標準》指出：讓學生逐步學會精讀、略讀和流覽。人教版“精”、

“略”的概念裏，除了教學互動中“教”與“學”過程和方法的構建，還有閱讀方法的學習掌握

和閱讀方法應用的獲得，即“精讀”仔細揣摩、反覆玩味、積累所賞，“略讀”知其所言、淺嘗

輒止、擇己所用。

（3）“精”、“講”與“略”、“導”功能實現︰一、助教功能實現。兩版“精”、“講”

與“略”、“導”都明示了對教師教的指導，即“精”、“講”帶領學生梳理揣摩、欣賞積累、

1 	葉聖陶、朱自清︰《略讀指導舉隅（跟大師學語文）》，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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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拓展的同時，教給實踐的方法；“略”、“導”指導學生用方法實踐。二助學功能實現。人

教版單元選文4－5篇，單元組“精讀”選文兩篇，“略讀”2－3篇。從舉一反三“一”的建立來

看，首“精”知“一”而用，再“精”的過程可以實現“一”的檢驗、強化，更好奠定“反三”

的基礎。而“略讀”不止一次的應用實踐，可以實現學得應用的相對熟練。澳門版受篇章所限，

少了些再習得和再實踐的機會。三、方法功能實現。人教版“精”、“略”閱讀方法指導實踐，

於學生閱讀量的達標中得到檢驗。

（三）從篇章提示和思考討論看助讀功能

文前“篇章提示”作用有四：一是引起閱讀興趣、二是關注閱讀重點、三是建立閱讀聯繫、

四是引發閱讀思考。文後“思考討論”作用也有四：一是驅動梳理認知、二是引導揣摩體會、三

是指導欣賞積累、四是促進拓展遷移。從如下三種呈現比較，看兩版作用實現︰

（1）導入性文前提示

澳門版講讀（聆聽）“課前熱身操”，以導入閱讀（聆聽）、激起興趣或是建立聯繫為目

的。從課例功能實現看，其“熱”的預設取決於適合學情的志趣、關聯、引思。如《小小的船》

以簡潔之問引發想像，與文本表達緊密關聯，以“說說”激發動的熱情；但《鞋》的問題關聯，

讓學生無法集中到與文本關聯的某種感覺上（表6）。如果換成看圖給家人選鞋子，從關聯性和操

作性來看，可以更好地讓這個年段的學生“熱”起來。

（2）綜合性文前提示

人教版“略讀”選文前導讀提示，綜合了閱讀興趣激發、重點關注和對“精讀”梳理、揣

摩、欣賞方法的自主應用引領，意在實現承前“精讀”所學，啟後“略讀”學用。具有文前導入

性提示和文後思考性討論的雙重作用。從《通往廣場的路不止一條》和《珍珠鳥》兩例可見（表

6），承前啟後功能是否落實，取決於前後關聯緊密、後文重點關注，指導閱讀得法。

（3）文後思考討論比較

澳門版“講讀”、“導讀”和人教版“精讀”三類文後的“思考討論”，行動指導性差異較

大。澳門版多見於“是甚麼”、“看見甚麼”、“怎麼樣”、“為甚麼”的問答，統觀全套教科

書，過於易答或過於寬泛問題佔多數；人教版朗讀積累、感悟交流、聯繫拓展等驅動性任務，貫

穿全套教科書始終。其多見的任務形式有：朗讀，包括有感情地朗讀、背誦、分角色朗讀等；摘

錄抄寫，包括摘錄喜歡、抄寫欣賞；聯繫生活說說認知、感受等。此類行動操作性任務可以促進

學生情感認知與有聲表達的統一，感受美好和抄錄記憶的統一，智慧認知與表達提升的統一。人

教版有些思考討論的問題，存在不合理的限制性。如《釣魚的啟示》思考討論1（表6），如果改

變問題切入點，將其呈現為：有感情地朗讀課文。“我”為甚麼會大聲地哭出來？你覺得父親堅

持要“我”放掉大魚的理由是甚麼？對“我為甚麼會大聲地哭出來”的理解，是有感情朗讀要表

達的情，理解父親堅持要“我”放掉大魚的理由，是有感情朗讀要達的情之重。兩版比較表明，

避免簡單性、寬泛茫然性、限制性思考討論，構建更親近文本、貼近情感、利於智慧成長的思考

討論，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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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兩版篇章提示和思考討論舉例

學段單元 單元選文 篇章提示 思考討論

澳

門

版

一下

單元三

《 小 小 的

船》（j）
彎彎的月亮像甚麼？說一

說，越多越好。

1. 課文裏的“船”指甚麼？2. “我”坐在“船”上看

見了甚麼？“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3. 看到這小小

的“船”，“我”會想到坐在“船”上看藍天。你會

想到甚麼？

《鞋》（j） 每天你都會穿鞋，鞋會讓

你想到甚麼人？甚麼事？

1. “我”有哪些家人？家人回家後都會做甚麼？2. 作
者說“鞋”像大大小小的船回到港灣，為甚麼這些船

要回到港灣？3. 你會用甚麼詞語形容家給你的感覺？

4. 你喜歡這首童詩嗎？為甚麼？5. 你和家人回家後會

一起做甚麼？說一說。

《 熨 斗 》

（d）
／

1. 讀課文，看課文圖畫，說說熨斗跟船兒有甚麼相似

的地方？2. 為甚麼作者說熨斗像船兒，又跟船兒不一

樣？3.“海會皺皺白色的眉毛”是甚麼意思？4. 你最

喜歡課文裡哪一句？為甚麼？

《 着 急 的

鍋》（t）
你知道甚麼是鍋吧？猜一

猜，為甚麼鍋會着急呢？
／

人

教

版

五上

第四組

《釣魚的啟

示》（J）

／

1. 有感情地朗讀課文。想一想為甚麼“我”不願意把

鱸魚放回湖裏，而父親卻堅持要“我”這麼做。2. 根
據課文內容，用適當的詞語概括“我”心情的變化。

得意──（）──（）──（）3. 課文中有一些含義

深刻的句子，如“道德只是個簡單的是非問題，實踐

起來卻很難”。請把這樣的句子找出來，並結合上下

文和生活實際說說自己的理解。4. 課文中哪些語句對

你有啟示？你由此想到了甚麼？寫下來和大家交流。

《通往廣場

的路不止一

條》（L）

一 次 釣 魚 的 經 歷 ， 給

“我”留下了永久的記

憶；下面這篇課文的作

者 ， 在 登 塔 遠 眺 的 時

候，也獲得了終生受益的

啟示。讀讀課文，說說

“我”是怎樣克服遇到的

困難，再聯繫生活實際，

體會“通往廣場的路不止

一條”這話的含義。

／

《落花生》

（J）

／

1. 分角色朗讀課文。說一說課文圍繞落花生講了哪些

內容。2. 抄寫第十自然段，再說說花生最可貴的是甚

麼，和同學交流自己的體會。3. 下面這兩句話有甚麼

含義，你是怎樣體會到的？和同學交流交流。（1）所

以你們要像花生，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2）
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

沒有好處的人。

《珍珠鳥》

（L）
通過普通的花生，我們體

會到了做人的道理；從人

和珍珠鳥的交往中，我們

又能獲得哪些啟示呢？讀

一讀下面的課文，想想

“我”是怎樣逐漸得到珍

珠鳥的依賴的；結合生活

實際，和同學交流對“信

賴，往往創造出美好的境

界”這句話的體會。

／

備　注 j、d、t分別指代澳門版講、導、聽；J、L分別指代人教版精、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和“人教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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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積累練習和聯繫拓展看助讀

澳門版每篇後設語言積累運用專項練習，人教版每單元集中語言積累讀寫。澳門版文後“多

元學習角”設置關聯生活、拓展認知任務，人教版文後“閱讀連結”（資料袋）；單元語文園地

“寬頻網”、“趣味語文”、“課外書屋”等任務驅動型的知識聯繫、視野拓展。兩版練習、拓

展形式不同，但宗旨相同，都是基於文選閱讀基礎上的語言應用積累、表達提升強化、相關知識

聯繫、相聯視野拓展、相類智慧借鑑。整體看兩版各有特點：一、澳門版積累練習形式豐富，

但過於繁瑣，累用量少；人教版積累量多，但形式單一，需要教者設計強化。二、澳門版聯繫窄

限，對閱讀拓展不足；人教版更寬泛些，拓展連結有空間更合適。

四、比較研究的幾點借鑑與改進建議

兩版教科書閱讀模組的多維比較，對於兩地教科書編寫落實《學力》和《課標》的科學、完

善，有着建設性的借鑑意義。

（一）模組構建追求繁簡相宜

閱讀模組的外顯形式，要關注小學生的興趣傾向和年齡特點，更需要滿足學生認知的遞進需

求和閱讀持續提升的成長需要，合理構建繁簡相宜的閱讀選文呈現和助讀形式。一是還原選文插

圖輔助性。因輔助之需而選擇性設插圖，避免繪本化，以利於學生對文本閱讀的集中關注和有效

性。二是積累練習分總結合。篇章分設與單元集中，可本着及時學用與鞏固強化的實際需要，合

理構建，做到篇章分設簡明、單元綜合實用。三是整合提示與思考。單元、篇章提示，因需要突

出功能、追求簡潔；篇章思考討論以突顯學習重點、指導有效思考和易於行動操作為原則，避免

過易、過難、過模糊的任務；提示與思考可以有效整合，互相照應。

（二）選文編選論證因材施教

《學力》和《課標》的量化要求，都是學段的底線要求，而非統一化規定，即為下限而不是

上限。預設留出更多、更高的適切空間，為實現因材施教提供更大可能。

（1）選文數量要富餘

選文數量呈現既定與可選優化組合，既定達標，可選充足富餘。單元“精讀”、“略讀”都

可設選讀，使教、學雙邊可選；年段補充拓展性文選，自主閱讀可選。從設計上為集體達至、個

體更優提供可能。

（2）選文程度要就高

所謂“就高”，是指避免低就。學生的認知、理解、賞析水平需遞進發展，要合理論證以

選擇更適合年齡、學段遞進性發展需求的範文。選文生活化的低就，會阻礙學生積累、理解、感

受、欣賞、表達的遞進性提升。從兩版選文比較和筆者對兩地小學語文前線教學指導的觀察來

看，選擇思想性、經典性、示範性、藝術性高於學生已有水平的文本，更有利於學生語文素養的

持續提升。

（3）選文背景要廣泛

選文合理規劃本國土、本民族、本區域以外的經典優秀文本比重，在培養學生熱愛本土優秀

文化的同時，兼收並蓄，形成更廣闊的文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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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文體裁要全面

兩版教科書選文體裁都能體現豐富性，對於議論文的選入存取捨。從生活認知、思想成長的

話題性表達需要看，議論文貼近學生生活，與學生成長隨影而行，選文學習不可或缺。

（5）選文題材要開放

本着服務於學生知識積累、社會認知、思想成長、個性修養、情感態度、審情趣等綜合提

升，增強選文題材覆蓋性。

（6）選文篇幅要保障

短長遞進，短長結合，時段足夠，字數定標準但可高於標準。特別需要保證長文入選的充

足。以小學四年級學生為對象的PIRLS測試，閱讀字數為1,000字左右。以此為參照，低年段到中

年段選文篇幅遞進需有字數的保障。筆者主張篇幅遞進標準：低年級即短長結合，二年級達400

字，選讀可更多字數；三年級要保障800以上精讀和適量略讀、選讀，並有適當的字數富餘；四年

級1,000以上（含1,000）精讀和略讀應不少於50%選文佔比，選讀選文字數還可適量提升；五六年

級以閱讀文字性整本書為預設目標，增加經典文學作品選讀。

（三）助讀體系考慮教學兩效

教科書的助學與助教可統一化。在系統化、可操作性中，指導、引領師生同源同宗的教、學

互動。一是提升助讀系統性，單元、篇前、篇後，去繁存簡，以突顯選文意圖、突出文本重點、

指導閱讀行動、引發共性個性思考、建立生活聯繫、鼓勵語文表達為宗旨設計呈現，形成單元篇

章總分、篇前篇後統籌的系統。二是提升助讀呈現品質，做到關聯文本內外、關注學情發展，問

有所思促進讀有所獲，議有所研促進聯繫拓展探究，練有所為促進累用習慣養成和語文運用能力

提升。三是選文連結要多元，或是作家作者，或是內容關聯，或是區域同宗，或是文化融通，或

是手法相類……拓展連結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數量充足，為自助閱讀提供可行多重的可能。

五、結語

通過梳理同與不同、研究理念踐行、觀察功能實現等多重視角，對人教版與澳門版教科書進

行比較研究，可以改進和完善教科書的編寫，同時也可獲得使用教科書的有效思考。期望本文對

於內地和澳門兩地的小學語文教科書的編寫和教科書的使用能有所借鑑。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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