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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传统的阅读方式相比，整体性阅读作为一种阅读方法是一种从文章整体结构去把握文章含义的方法，他把文章本身、作者和阅读
者看成一个有机联合的意义整体，通过问题引导式的阅读、朗读式的阅读、带入式阅读三种方式可以实现整体性阅读的目标。在实际的教育
中，教师必须要用引导式的阅读方式取代拼接式的阅读方式，用朗读式的阅读方式取代默念的阅读方式，用带入性的阅读方式代替实用性的
阅读方式，从而使学生真正获得理智和感情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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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一般由字词教学、拼音教学、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等

几个部分构成，阅读作为由字词到写作的过渡，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语文考试中占很大分值。在传统教学中，老

师一般指导学生分段对文章进行解读，这种片段式阅读导致学生很难真

正进入文本之中，本文提倡一种与分段阅读相反的整体式阅读方式。 

1 什么是整体性阅读 
整体性阅读从字面的含义而言就是从文章整体结构的角度去把握文

章的含义，而非以拼接的方式从片段之中去把握文章的含义。这种阅读

方法具有以下几种特点： 

一是把文章的各个部分看成一个有机的互相关联的整体，每一个段

落的理解都不能离开上下文，要从段落与段落的关联中去理解某一句话

或者某一个段落的含义，而不是从某一个段落或者某几个段落去把握文

章的整体含义，也不是仅仅认为知道了每一个段落的含义就理解了整篇

文章的含义。 

二是把文章和作者本人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整体性阅读的方法强

调把文章的内涵看做作者生活世界中的现实产物，与作者的生活世界产

生一种相互联系的意义整体，文章所要表达的是作者这个意义主体在某

一个时间、地点和际遇之下所产生的所思、所感、所想。要从作者真实

的思想感情中去理解文章，而不是从某几个段落中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是把文章和阅读者之间的互动看成一个相互统一的整体。每一篇

经典文章所表达的是作者在一定时间、地点和际遇之下的所思所想，这

种思想感情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因此，读者本身在阅

读的过程中必然会与作者产生同感，从而与作者一起融入意义共同体重，

终达到自身灵魂的升华。 

综上所述，整体性阅读是从文章整体结构去把握文章含义的方法，它把

文章的各个部分看成一个有机的互相关联的整体，把文章和作者本人看成一

个统一的整体，把文章和阅读者之间的互动看成一个相互统一的整体。 

2 整体性阅读的方法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体性阅读的本质特征就是把读者、作

者和文本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连续体，那么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教学方法

可以引导学生达到整体性阅读的目标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问题引导式的阅读。传统阅读的教学方式是通过让学生对每一

段的段落进行分析，从而让学生拼接处文章整体的含义。在整体性阅读

中，老师可以通过提出与文章有关的整体性的问题，让学生在文本中主

动的寻找，当这些整体性问题得到解决时，他们也就获得了对文章的整

体性理解。 

二是朗读式的阅读。中国传统教育经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种

论断似乎有些武断，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正确性。通过朗读的方式，学生

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文章的某一个部分，而是会随着朗读对文章产生一

种整体性印象，这种整体性印象在不断重复的朗读中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而使得对文章的整体性印象得到加强。 

三是带入式阅读。带入式阅读指的是让学生对文章产生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受，例如在写人的文章中，可以通过对作者身世的介绍，使学生

对作者的形象产生清晰的了解，并引导学生把自己想象成作者，进而让

学生产生与作者一样的写作感情和思想，由此，学生便可以在阅读之前

便了解到作者在文章中想要表达的内涵。 

3 对现代语文阅读教学的一些建议 
现代语文阅读教学的一大误区是把文章看成了作为对象存在的一种

客体，把文本、作者和阅读者三者进行了割裂，这种割裂本身来源于应

试教育本身的种种缺点，即把阅读本身看成各种得分项加分的过程，把

阅读看成了一种实用性的分裂式阅读。然而，阅读本身却是一个培养学

生美感，增进学生理解力、同情感的教育方式，要加强现代语文阅读教

学，就必须要转换这种思想，把阅读看成一个整体性的，提升学生美感

和例行能力的过程。 

具体而言，要用引导式的阅读方式取代拼接式的阅读方式，要用朗

读式的阅读方式取代默念的阅读方式，这即是要把文章本身看做一个整

体。传统的拼接式的阅读方式即是教师让学生理解每一个段落的大意，

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全文，但是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弊端——整篇文章是

有一定的结构的，如果单纯地去理解每一个段落的大意，这容易导致学

生的思想偏离主题，因为学生不知道某一个段落具体在文章中的作用是

什么，这容易导致学生阅读逻辑的混乱。而引导式的阅读教师起的引导

作用更加地显著，在引导式的阅读教学中，教师通过针对性提问的方式

来帮助学生找到阅读的思路，从而让他的阅读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从而能让学生更高效地进行阅读。 

朗读式的阅读方式即是要大声念出来，不过在大多时候，教师一般

都会要求学生默读，但是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生。虽然默读较为

高效，也不会打扰到他人，但是除了对阅读有自发兴趣的同学适合使用

默读方式，其他的同学如果进行默讀，非常可能走神，从而达不到教师

所想要的效果。而朗读式的阅读方式不仅仅能够更快地让所有学生初步

了解文章的内容，更可以让学生加深对文章的记忆从而对文章能够更高

效地进行深入了解。不过考虑到某些学生较为内向、害羞，让他们进行

朗读式的阅读他们会不好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对其进行鼓励

以及引导，或者是在初期教师可以将同学们分为几个小组，分组轮流上

台进行朗读；在后期教师让学生自主进行朗读式的阅读，这样不仅可以

增强学生的自信，也可以让学生更好地进行阅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整体性阅读方式并不排斥对个别段落的理解，

相反，他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段落。通过问题引导式的阅读、朗读式

的阅读、带入式阅读这三种方式可以实现整体性阅读的目标，要用这些

方法取代传统的实用性的阅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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