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使用问答

1. 问：教材衔接什么？

答：小初衔接教材主要针对的是小学阶段没有使用过统编语文教材的初一学生和

中途才开始使用统编语文教材的小学六年级学生。教材的核心理念是“补学补差”，

“差”不仅仅是指知识点的缺漏，还有学习能力的不足。教材通过梳理小学统编语文

教材的知识点和能力点，着力弥补民族地区汉语教材与统编语文教材之间的知识和能

力的差距。主要的衔接方向包括识字方法、古诗词、文言文、阅读和写作五个部分，

争取最终实现“铺好匝道，搭好引桥”的作用，为学习七至九年级统编语文教材打好

基础。

2. 问：教材怎么衔接？

答：总体上，我们提出五点要求：第一，注意衔接教材的弹性。教材内容较多，

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不必面面俱到，而应根据自己学校、班级的学情，挑选急需弥补

的知识和能力点对症下药；第二，重视课堂教学与课后自学相结合。课堂上，教师应

精心选取合适的知识点和代表性课文，重点讲解知识难点；第三，重视与生活实际相

结合；第四，重视与小学、初中统编教材以及课标相结合；第五，借助《教学指导手册》

及其他资料。

具体教学中，我们提出五点教学指导建议：一、注重语文学习方法的指导，而非

全面学习内容；二、精选内容，进行模块式整合学习；三、重点关注学习提示，引导

学生学习方法；四、迁移学习，在语文学习中实际运用；五、注意培养语文学科核心

素养和语文思维。

3. 问：识字部分用几课时，教什么，怎么教？

答：要注意衔接教材不是教内容，而是教方法。我们建议在一课时内完成三个方

面的内容。第一，教识字方法。其中包括三大类：生活识字、部首识字、趣味识字。

这三部分将汉字的识和写都包含在内，便于学生快速学习。第二，教师要向学生提出

识字的要求。比如创设生活情境，要求学生在语境中掌握汉字。还要注重部首的表意

功能，理解部首的含义，帮助学生学习汉字规律。还要让学生掌握识记汉字的方法，

从汉字的结构出发，特别是在形声字和形近字方面，先分析部件，然后认识全字。第

三，教师要向学生提供识字建议。引导学生借助拼音认读汉字，利用多种方法弄懂不

理解的词语，如联系图画、上下文，使用工具书等。还要让学生练习书写具有代表性

的字词。

小初衔接教材字词部分的编排，以指导性的方式，引导学生用发散性的思维自主

认字。比如第一课《中华传统节日》，从标题出发，先按时间顺序了解与节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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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和习俗，然后再借助拼音认读词语，掌握字形，进而学会写常用字，然后发散思

维，讲一讲与节日有关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教学，就可以让学生循序渐进地观察、认

识、书写、理解相关汉字。

4. 问：古诗词部分容量很大，课时有限，怎么教？

答：小初衔接教材的古诗词，以时间为纵轴，以作者为横轴进行编排。我们对这

一部分的主要要求是充分诵读，因此建议教师充分利用音频资源，用专业播音员的字

音、语调、韵律、节奏等，帮助学生更好地跟读。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理解诗词大意，

想象诗词意境，体会作者情感。

65 首古诗，怎样用 1 课时学完？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学会方法和技巧，我们建议以

一两首古诗为例，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结合注释解读、判断、整合。将古诗词的积累

落实到日常生活和课余时间，把古诗词背诵分散穿插到碎片时间，组织诵读比赛，形

成一种兴趣和习惯。

5. 问：文言文部分是语文学习难点，教什么，怎么教？

答 : 文言文部分是小初衔接教材的难点之一。我们要求学生反复诵读，理解大意，

用现代汉语讲述故事，尝试背诵。在诵读的过程中，也要利用音频材料，将诵读贯彻

到学习生活的各种碎片时间中，形成习惯。比如举办一些文言故事会，让学生用现代

文复述，互相交流，教师指导，形成热爱学习文言文的氛围。

具体教学中，教师可以先用现代汉语讲述文言文情节，然后导入文本，让学生学

会借助注释理解文本。在学生读通读顺、理清逻辑和节奏之后，让学生学会抓住关键

句理解文本内容，然后用自己的话讲述故事，最后尝试背诵全文。

6. 问：阅读部分内容庞杂，教什么，怎么教？

答：“阅读方法与能力”是小初衔接教材的重点和难点，本模块选文的题材和体

裁非常丰富，教师不易选择内容。我们建议教学时以方法和能力为主，文本为辅。每

种阅读方法与技巧用 1 课时讲授，结合具体的文本培养阅读能力。通过反复朗读或默

读，了解文本内容，体会情感；联系上下文，查阅字典、词典，结合生活经验，理解

词句意思，辨别词句的感情色彩，体会词句的表达效果；摘抄背诵，丰富语言积累；

养成读书的好习惯，拓展阅读面。

具体的教学中，学生可以先听音频跟读课文，正音正字；然后默读课文，画出不

理解的词语和句子；接着自主学习，借助工具书，联系上下文，理解重难点词语和句

子；最后由教师指导，找出文本关键句段，体会情感，抓住主旨。要结合阅读提示、

课后题和综合运用等，理解每一单元的教学重点，围绕重点，有针对性地讲授课文中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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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问：“习作方法与能力”对民族地区学生是难题，教什么，怎么教？

答：习作是民族地区学生语文学习的关键，本模块的重点是介绍写作方法与技巧。

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细心观察事物，发现变化；学会收集资料，整理信息；学习写

作技巧和常见的表达方式，表达真情实感。可以让学生写日记、周记，也可以在阅读

课文时，进行片段写作练习。

习作部分和阅读部分的学习可以联系起来。如阅读部分有“了解如何把事物写清

楚”这个能力，而习作中有“把一件事情写清楚”一课，可以结合阅读部分的技巧提

示，相互补气。又如习作部分有个题目是“形形色色的人”，引导学生写这一题目时，

可以参考阅读部分的《慈母情深》《狼牙山五壮士》《军神》《青山处处埋忠骨》等写

人的课文，将阅读方法迁移到习作中。

8. 问：教材中所有内容都要教吗，课时不够怎么办？

答：我们建议教师共使用 22 个课时来完成小初衔接教材的教学。其中，字词 1 课

时，古诗词 1 课时，文言文 1 课时，阅读 17 课时，习作 2 课时。如果课时实在紧张，

可以先摸清学生的薄弱之处，有针对性地集中讲授一些模块，对学生掌握较好的模块

可以有条件再讲授。

9. 问：教学指导手册怎么用？

答：《教学指导手册》中对衔接教材的编写意图、思路，内容安排的重点都有较

为详细的说明，识字部分罗列了识字方法和重要生字；古诗词部分附了每首诗的大意；

阅读部分详细分析了课文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建议，并有“思考练习”和“综合运用”

的参考答案；习作部分也讲述了每个习作练习的主旨。因此借助《教学指导手册》，可

以有效抓住教学重点，采用正确的方法充实课堂。同时，教师也应根据《教学指导手

册》的引导，自行查找一些资料，比如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资料，加

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10. 问：我们学校已经在使用统编教材，衔接教材中部分内容已经有所涉及，还需

要使用小初衔接教材吗？

答：学生虽然在统编教材中已经接触了衔接教材的部分内容，但衔接教材与统编

教材的教学方法不同，学习目标不同。学生平时学习，以内容为主，是孤立的篇章教

学。而衔接教材更多的是整合方法和技巧，让学生系统地梳理语文知识点，前后勾连，

真正形成语文能力。因此，对这部分学生，本书是一本针对性很强的总结辅导书，同

样有着为初中语文学习进行衔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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