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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阅读”是什么？

“全阅读”是一套面向小学生的阅读读本，也是一套儿童阅读课程。这套读本在浩

如烟海的文本中萃选出适合儿童阅读的精华文本，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语文课程标准》

（2011 年版）的要求，分级分类整体呈现。这套书，力求解决读什么的问题，亦力求解

决怎么读的问题。可以说，除了语文书，“全阅读”就是您不二的选择。这是一套和全

国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对接、互补的读本，有两大鲜明特色：一是“全”，二是“助学”。

全

内容全：单篇、群文、整本书、项目阅读四位一体。

覆盖全：课堂阅读与课外阅读、校园阅读与家庭阅读、

线下阅读与线上阅读。

参与全：师生共读、生生共读、亲子共读、全民阅读。

读前激发兴趣、读中有效指导、读后可测可评。

针对各个板块、不同文本设计助读助学的内容助
学

特

色

体系全：线上线下阅读一体化，课内外阅读一体化，

阅读与评价一体化

在线上线下助学系统的引导下，让学生爱读书，会

读书，直至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惯。



单篇阅读 群文阅读

项目阅读 整本书
阅读

全阅读读本

 单篇阅读：以读懂一篇文章为目标，以经典短文（每册 8篇）为例，帮助小学生“一篇一

得”，循序渐进地培养基本的阅读能力。

年级 单元能力主题

第一册

笠翁对韵

由字到词到句

正确与连贯、背诵

古诗

数字式：一去二三里

停顿、画面，背诵

描述性短文

短句连缀式

停顿与连贯、背诵

儿歌

叙述式、断句转行

停顿与节奏、背诵

民谣

问答式、问号叹号

语气与重音、背诵

描述性短文

长句连缀式

停顿与重音、背诵

儿童诗

对话式

角色与语气、背诵

童话故事

叙述与对话交替

叙述角色、语气转

换

 群文阅读：精选贴近小学生的 48 位作家，每册推出 4位。每次帮助小学生集中阅读一位作

家的几篇诗文，达到初识作家、学读群文的目的。

年级 单元能力主题

第一册

金波

儿童诗，自然事物

正确与连贯、背

诵、诗歌配画

鲁兵

儿童诗，动物主角

朗读、发现

张秋生

小巴掌童话，想象

正确朗读、体会感

情、分享故事

圣野

儿童诗，比喻

正确朗读，感受形象

内容与结构

全套读本共 12 册，每个学期可以读

一册。每册按教学进度分为四个单元，

包含四个板块，分别是单篇阅读、群文

阅读、整本书阅读、项目阅读。各个板

块自成系统，板块之间相互联系，各个

年级相互呼应。



 整本书阅读，从读图画书到读儿童文学作品再到读经典。在每一册里，帮助小学生读 4 本

书，一共指导读 48 本书。读了这些书，不仅能增长精神、拓宽视野、丰富积累，而且能使

小读者迷上阅读。

年级 书名 文体 策略 能力

一上 1．《一园青菜成了精》 童话 了解文本中关键词的意思
提取信息

统整加工

一上 2．《猜猜我有多爱你》 童话
利用图像，协助文本的理解，复

述故事

理解文本

重整复述

一上
3．《神奇校车——人体中

游览》
科普

能喜爱阅读，形成自己的阅读感

受

反思评鉴

表达观点

一上
4．幼学启蒙第一辑——中

国古代神话《盘古开天地》
神话

运用预测，找出句子和段落的关

系，理解内容

运用策略

形成解释

 项目阅读：是探究性的宽阅读。每册安排两项，全套共 24个项目。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纲，指导小学生在阅读和实践中，亲近传统节日、季节时令、名山大川、创造发明、国

粹国宝、民俗文化，在研究中阅读，在阅读中研究，不断增强热爱民族文化的感情，培养

研究性阅读的能力。

年级 项目学习名称 类型 阅读与实践活动 拟达到的能力

一上

1．八月十五月儿圆

中华

传统

节日

了解“嫦娥奔月”等与中秋有

关的传说、习俗，积累与中秋

有关的儿歌、诗歌，学唱歌曲，

尝试认识月相，学习做月饼。

会听、讲故事，按照

提供的线索收集故

事、歌曲，积累语言，

感受亲情，感受中秋

节家人团圆的氛围。

2．过年啦

中华

传统

节日

了解“年”的传说及过年习俗，

积累与过年有关的儿歌、诗

歌，学习包饺子、贴春联等。

会听、讲故事，积累

语言，感受亲情，感

受过年的祥和、热闹

的氛围。



与国家统编小学语文教材高度一致

国家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充分体现了教育性、整体性、综合性和自主性，这套读本在这些方面

与统编教材高度一致。

 教育性：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精选古今中外文质兼美的文章，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革命传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项目阅读直接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以活动为依托，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立起来，走起来。

 整体性：读本分单篇、群文、整本书和项目阅读四大板块，无论内容上，还是语文要素

上都与统编教材高度契合，体现了课内向课外延伸，语文向生活延伸。

 综合性：阅读的内容不限于文学作品，而是涉及文学、

数学、科学、艺术、哲学、地理等各个领域。阅读

的形式也不局限于静态的阅读，而是基于阅读展开体

验性、应用性、研究性的活动，做到知行合一。阅读

的过程不局限于线下，而是线上线下一体化。无论教

师、家长还是学生都能在“共读园”平台获取相关的

资源与策略，学生可以在平台上分享阅读成果，也可

以参与阅读检测，实现阅读的在线诊断、分享和优化。

 自主性：整套读本建立了完整而实用的助读体系，通

过读前提示，读中点拨，读后检测体现对学生自主阅读的专业支撑。其中，嵌入了默读、

预测、比较阅读等各种阅读策略，对于学生的读和教师的教都是绝好的支架。

除了语文书

就读“全阅读”



、

1.教学计划

我们给“全阅读”设定了基本的教学计划，将学习的内容划定到每个月每一周。课时的

安排也是基于每周一节的课外阅读课。整本书和项目阅读的过程在课外进行，阅读的指导与

分享在课上进行。单篇和群文的阅读过程与指导在课上进行。单篇的立足点在于一篇一得，

更多地在“点”上开掘，为后续的阅读提供方法上的支撑。群文的立足点在于横向整体阅读，

更多地在“面”上铺展，从而在联系与比较中，习得某个策略，了解某位作家及作品的特点。

整本书则在“线”上拉伸，学习并强化相应的阅读策略，获得丰富的阅读体验。项目阅读则

在“体”上建构，让学生在活动中综合运用语文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传承中华文化。

教学计划

月份 周次 模块 教学内容 课时

九月

1 单篇阅读 对韵歌、一去二三里 1

2 群文阅读 春天、云、星星和花、会飞的花朵 1

3-4 整本书阅读 《一园青菜成了精》 2

十月

5 单篇阅读 小山村、春天在哪里 1

6 群文阅读 小刺猬理发、背小猪、下巴上的洞洞 1

7-8 整本书阅读 《猜猜我有多爱你》 2

9 项目阅读
八月十五月儿圆、嫦娥奔月的故事、十五夜望月、月夜忆舍

弟（节选）、月之故乡、望月
1

十一月

10 单篇阅读 水乡歌、春笋 1

11 群文阅读 小波纹的童话、五个脑袋的小鱼、小花瓣 1

12—13 整本书阅读 《神奇校车——在人体中游览》 2

十二月

14 单篇阅读 雨后、想飞的乌龟 1

15 群文阅读 欢迎小雨点、磨刀石、花朵、冬天的太阳 1

16—17 整本书阅读 幼学启蒙第一辑——中国古代神话《盘古开天地》 2

一月 18 项目阅读 过年啦！、“年”的故事、儿歌、元日、京都元夕 1

以上内容，是我们对“全阅读”读本作的大体上的课时规划，老师可以在使用时根据教

学实际灵活应用，并与统编教材的内容找到联系。如项目阅读“八月十五月儿圆”就可以放

在九月份中秋前后来完成。“全阅读”中的“一去二三里”和统编教材识字加油站中的“一

片两片三四片”结合起来教。这些，我们也会在“使用手册”的教学建议中作出说明。

教学计划与建议



2.教学建议（一年级上册）

 单篇阅读

了解编写体系 理解助读内容

单篇阅读体现“一课一得，

得得相连”的编写理念。

“一课一得”，指每一单

元的单篇阅读聚焦某一具

体语文能力；“得得相连”，

指单元与单元，年级与年

级之间的语文能力互相关

联，先后呼应，从而构建

起内在的儿童阅读能力发

展的序列。

“导语”位于文本前，目的在于提示

儿童读什么，怎么读，以帮助儿童做

好阅读准备；“可以这样学”，以“泡

泡”的方式呈现，在文本的关键处设

置必要的“打断”，引导儿童边读边

思考，可以做读书笔记，也可以找家

长、同学或者老师讨论，以提升儿童

阅读的质量；“老师这样说”，位于

文本后，以教师的角色针对“泡泡”

所做的阅读提示进行问题的解答或

说明，便于儿童进行比较，从而获得

新的阅读启发。

教师在引导儿童进行

单篇阅读时，先要善

于发现本次单篇阅读

内隐的阅读能力，再

构建“泡泡”内的阅

读提示与阅读能力之

间的关联，从而起到

引导的作用。

发现内部关联



 群文阅读阅读

阅读材料应以图画书为主，文字书为辅。

图画书尽量选择文字量较少，图画较为鲜艳，情节较为明显的文本；文字书尽量
选用有拼音的版本。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实现部分的，甚至全部的“自
读”，而不是“带读”、“教读”，要关注、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
在课堂上不要担心耽误时间，要给出充足的时间让学生阅读。

整本书教学应面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课堂教学应结合学生的年段特点。

在读的基础上，最好能组织一些带有肢
体语言、分工合作的活动，而不能一味
地进行师生问答，避免打破学生的阅读
兴趣。

教师要带着孩子

从导语入手，先

初识作家，再阅

读作品。要透过

群文读懂议题，

让孩子知道如何

读，如何想。

可与统编教材的教学

结合起来。如：学习

课文第一单元的《秋

天》《四季》等文章后，

进行群文“美妙的大

自然”的学习。学习

了课文第四单元《雪

地里的小画家》《小蜗

牛》等文章后，进行

群文“小巴掌童话”

的学习。

本套读本的群文

最为独特之处是

以作家为轴心组

织相关的作品，教

师要让孩子将一

组作品联系起来

对比阅读，了解作

家的写作风格、特

点和方法，同时深

刻认识一位作家。

将生活卷入童话，

要通过想象或是

阅读实践活动，让

孩子成为诗歌中

的“白云”、“ 蝴

蝶”，童话里的“小

波纹”、“小浪花”，

体验作品中的角

色，在文字中找到

自己。

1 2 3 4

 整本书阅读

鼓励学生通过看封面、插图猜测、推测
故事情节，然后通过老师、家长的帮助
看看自己猜得准不准，既培养了学生的
阅读兴趣，又培养了预测、推测等能力。

1

3

2



1 2 3 4

1

2

3

倡导参与和实践。项目阅读是任务

驱动下的阅读活动。教师要放手让

学生自主阅读，获得体验，自由表

达和展示，鼓励孩子们的个性思维

活动。

既要读好文，也要读好图。低年

级学生处在阅读起始阶段，很多

内容的理解，比较依赖图片。阅

读实践活动任务可以图示的方

式出示，教给孩子读图的方法，

做到图文结合，图文对照。教师

教学时也可借助图片适时点拨。

倡导多感官参与。儿童的阅读

活动与触觉、形象、动手等密

不可分，这样的阅读更符合儿

童的需要。项目阅读中，要加

入听一听、讲一讲、看一看、

做一做等环节，会更加有利于

学生多感官参与阅读活动。

灵活安排时间。例如，项目阅

读“八月十五月儿圆”可以安

排在中秋节前后。项目阅读“过

年啦！”可以安排在寒假里阅

读和实践，开学后汇报交流。

每次项目阅读的时间总体上不

少于 5 课时（包括课内外），课

上汇报时间可灵活把握，一般

在一至两课时。项目阅读的评

价可以邀请家长共同参与。

 项目阅读阅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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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作
品
的
风
格
特
点
。

【
整
本
书
阅
读
】
从
读
图
到
读
文
字
，
由
浅
入
深
，
拓
宽
视
野
。

【
项
目
阅
读
】
以
传
统
文
化
为
纲
，
走
进
传
统
节
日
、
季
节
时
令
、
祖
国
河
山
、

国
粹
国
宝
、
民
俗
文
化
。
包
括
阅
读
、
体
验
、
活
动
、
探
究
。



在线平台

课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