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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与贯标：科普文的教学设计研究

张慧玲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昆山  215332）

【摘要】对照新课标，科普文教学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知识与能力，一篇与一类，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为此，

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树立文体意识，通过“寻点—串线—得法—表述”环节，引导学生“读懂”并“懂得

读”这一类科普文。感受科学之真，品味语言之美，理解作家之情，崇尚科学精神，让科普文教学彰显“科

学味”，保留“语文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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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说明文，又名“科技说明文”，是科技专业人
士向读者大众科普知识的一种说明文体，具有科学性、
知识性、通俗性等特点。2020 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中
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
专设了“科普作品选读”专题，体现了“学科融通”“跨
学科学习”的趋势。与此同时，如何让语文既保持“语
言之美”的本色，又凸显“科学之真”的光芒，需要我
们思考探索。

解读新课标不难发现，科普文教学要处理好三个关
系：一是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科普文教学需要科普知识，
但若只停留在知识讲解上，语文课无疑成为了科学课、
专业课，要“强化关键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言文
字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二是一篇与一类
的关系。传统教学往往重在学习“这一篇”科普文的篇
章结构、内容特色。新课标不是按单篇思维教学，而是
以专题架构，倡导掌握“这一类”科普作品的阅读方法。
三是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关系。科学求真，注重理性
分析，强调“科学味”；语文尚美，注重语言表达鉴赏，
强调“语文味”。在科普文学习中二者同等重要。同时，
新课标强调职业素养的培养，体现了职教特色。

一、转变教学理念，重知识更重能力提升
传统教学往往是教师灌输科普文知识和解题套路，学

生掌握说明特征、说明顺序、说明方法等知识。新课标指
出，“教师要走出知识本位、技术主义的教学模式……要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参与精神”。

首先，设计前置学习激发学习动力。科普文较为枯
燥难懂，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无疑会降低学习兴趣。教师
要树立“先学后教”的理念，利用科学自身的前沿性、
神秘性、动态性等特点，引导学生借助教学软件、视频、
思维导图、抖音、微信等手段，拓宽科普文学习的内涵
和外延，了解文本的科学背景、探索发现、现有成果、

未来前景，促进学生主动阅读，跨学科探究思考，教师
适时引导，从而推进“学科融通”。其次，借助“换位
思考”促进能力提升。问题设计尽量体现开放性，引发
学生思考与探讨，而非封闭式的复述与套路式的回答。
如：“为了让别人看懂，你会把观点、结论放在哪些醒
目的位置？你会把中心句放哪里？”“你会用哪种方法
介绍这个概念？”通过“换位思考”，引导学生由“读者”
的身份，转化为“作者”的身份。角色转化的意义在于：
由被动学习接受知识，转为主动思考领悟，学生结合已
有的学习经验，总结归纳阅读方法，思考、探究科普文
阅读的规律，从而促进阅读能力提升。

二、树立文体意识，处理好“一篇”与“一类”的
关系

文体意识是“主体在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中，通过同
化与顺应而形成的对某一类文体的知觉映象，是主体对
其所接触的所有关于此文体的内容、形式和写法的抽象
和概括”。新课标强调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素养，“学
会”不是核心目标，要引导学生归纳学习方法和策略，“读
懂”“会学”这一类文章，才是最终目标。

（一）寻点：从“一句话概括全文”到“一段话概

括全文”

如何用最快的速度读懂科普文？这需要找一个支点
撬动整篇文章。教师可引导学生先从题目切入，用“一
句话概括全文”，初步了解说明对象。然后结合首尾段落，
甚至是临近段落，去枝叶、找关键，“用一段话概括全
文”，补充完善说明内容。此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筛选信
息、整合信息、表达信息的能力，贯彻新课标“学习快速、
敏锐地捕捉语言文字表达主要信息的方法”的精神。

（二）串线：从“提示语串联句段”到“一幅图梳

理全文”

一篇文章光知晓框架和结论还不够，还要了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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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肉。如何理清段与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如何找出中
心句和关键句？教师可引导学生借助提示语寻找线索规
律，如表承接、递进、转折的关联词语，表总结概括的“这”，
表观点结论的“所以”，甚至是表前后两分句并列关系
的引号。同时，绘制思维导图也是一种直观、有效的学
习方法。一方面，借助一幅图梳理结构脉络、行文逻辑，
学生厘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隶属和层级关系，了解说
明顺序和方法。另外，思维导图也是对学生知识掌握、
能力情况的检测反馈。根据学生完成情况，教师进行针
对性的查漏补缺。

（三）得法：从说明方法中悟“科学之真”

新课标指出要“学习科普作品的表述方式，提高阅
读科普作品的能力”。传统教学中，往往关注科普文写
了什么，学生能很熟练地说出各种说明方法，可是用怎
样的方式表述，说明语言才更科学准确、通俗易懂呢？
以《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为例，科学界对“黑洞”
的定义很多，但学术性太强，科普性较差。钱学森对“黑
洞”的定义是：“‘黑洞’其实不是洞，是光出不来的
星。这种星密度更高，引力场特别强，强到光线被吸住
射不出来，只有当其他物质被吸引掉进去时才发光，发
射出 X 线。”作者用“不是……是……”首先明确“黑洞”
的本质，破除人们对“黑洞是洞”的误解；然后用表条
件的关联词“只有……才”，阐明发光条件。关联词表
意严密，短句简洁明确、易于理解，不仅体现了科学的真，
也展示了语言的美。

由上可知，科普文教学的目标不是让学生答出作
者使用了哪种说明方法和语言，而是学生能从语言的
表述中领悟，作者是如何运用句式、关联词、修辞等
手段，准确生动地进行科普，从而学会用恰当的说明
方法和语言来进行说明介绍，学以致用，实现阅读能
力的迁移。

（四）表述：从“咬文嚼字”中品“语言之美”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将“语言理解与运用”放在首位，
其他思维、审美、文化都基于语言运用这一基础。新课
标指出要“精心揣摩，认真品味，感受语言文字的独特
魅力”。教师可借助词语删改替换、修辞、诗句、联想、
语境等多种途径，引导学生“咬文嚼字”，涵泳文本之美。

以《景泰蓝的制作》为例，作者介绍“掐丝”工艺
时写道：“每片叶子两笔，像一个左括号和一个右括号，
那太细小了，可是他们也要细磨细琢地粘上去。”教师
可用换词法启发学生思考，“细磨细琢”换成“小心翼翼”
有何不同？显然，后者多了一份谨慎，却少了一份斟酌，
“细磨细琢”更符合景泰蓝掐丝、打磨工序的语境。科
普文固然需要引导学生认知科学，彰显“科学味”；但
“语文课千万不能失去‘语文味’，守正才能出新，‘守
正’，就是要守住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让学生在扎扎

实实的语言实践活动中，发展其语文素养。”准确清楚、
通俗易懂地介绍事物或事理，需要在语言文字方面品味，
引导学生在情境中比较、质疑、体验，对文字进行推敲，
才能领悟到语言文字的旨趣。

三、紧扣目标导向，培养“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
新课标提出，要让学生“体会科普作品蕴含的科学

精神，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培养严谨求真的职业素
养”。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了解“科普了什么”，这
是基础。其次，引导学生发掘“科普人的精神”。科学
家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客观理性的精神，能给学生以正确
的指向性，培养职业道德。第三，引导学生体会“科普
人的情怀”。如《蝉》中尊重生命的情怀，《景泰蓝的
制作》中工匠精神的追求，《< 物种起源 > 绪论》中审慎
严谨的态度，在品味的过程中内化为精神素养，这是科
普文教学的隐性目标。第四，激发学生“关注科学的兴趣”。
学习科学知识，掌握阅读方法，提高阅读能力和素养，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树立科学发展观，保持探究科学、
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兴趣，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
科学。这是科普文教学的长久目标和意义所在。同时，
科普文彰显了作家的个性情感，理性阐述的背后，蕴含
着作家的良苦用心、情感寄予。感受科学之真，品味语
言之美，理解作家之情，体会编者之意，崇尚科学精神，
才是完整意义的科普文阅读。

总之，新课标的颁布必然会给语文教学带来新一轮
改革。如何对标与贯标，体现科普文教学的“科学之真”
与“语言之美”，有效落实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有待我
们深入探索。诚愿科普文教学既能“守正”，又能“创新”，
培养具有科学素养、人文素养、职业素养的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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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本文系第四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自
筹项目“中职经典阅读‘二一六四’育人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研究”（项目编号：ZCZ36）；第四期江苏省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职语文阅读教学语用能力培
养的研究”（项目编号：ZCZ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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