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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比较·思辨：比较思维在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盛道新

摘要：比较思维是小学语文阅读素养的重要内容，其训练是一个联结、比较、思

辨的过程：围绕特定的学习目标，建立关联性阅读内容，形成知识网格；运用比较支

架，探究文章的异与同；开展辨析、鉴赏、归纳、推断、批判等思辨学习，深度思考

文章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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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思维是小学语文阅读素养的重要内容。

比较思维训练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是一个联

结、比较、思辨的学习过程。三个学习环节相辅

相成：联结与比较联系紧密，思辨是比较基础上

的深层次思考，共同构成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

质、由特殊到普遍的深度阅读过程，实现联想

想象、分析比较、归纳判断等思维形式在阅读

过程中的全覆盖，最终指向阅读和思维素养的

提升。［1］

一、多向联结：建立关联性阅读内容

联结是比较的基础。教师应基于学生学习需

求，串联教学内容，推进关联性阅读，助力学生达

成知识的迁移，并形成系统的语文知识结构。

（一）新旧联结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

书”）的编排具有明显的序列性和进阶性，语文要

素往往按照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螺旋式上升的方

式进行安排。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先前学习的同

主题文章、同种方法，实现新旧知识的联结。如六

年级下册《匆匆》和五年级上册《桂花雨》进行新

旧联结，教师先引导学生回顾“琦君如何借助桂花

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然后讨论“朱自清又是运

用什么方法表达时间流逝的感慨”；最后深入思考

讨论：如果将《桂花雨》中的“桂花”与《匆匆》

中的“时间”进行对话，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

花？学生在思考交流中联结新旧知识，实现阅读要

素的巩固迁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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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课联结

纵横勾连是一种重要且有效的阅读方法，是用

联系的眼光整体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写作思路，

理解文章的内在逻辑。

其一，纵向联结，发现前后变化。统编教科书

中，不少文章的人物或事物前后出现变化。教师通

过前后勾连，可以发现矛盾冲突，梳理情节的发

展，感悟人物的成长，体会主题的深化，挖掘表达

的风格。如学习《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寻文

中老支书对小伙子，以及小伙子对老支书的态度前

后有什么变化。学生在讨论父亲与儿子情感变化的

轨迹中，能够更加深刻感受老支书的人性光辉。

其二，横向联结，探索不同表现。同一环境，

同一事件，不同人物却有不同的表现，教师可以通

过联结他们不同的语言、行为、内心、神情，更深

层次地理解文章内容。如学习《草船借箭》时，教

师可以将诸葛亮、鲁肃、周瑜、曹操等人物联结在

一起，引导学生思考他们的言行，讨论他们对待他

人的态度、合作的出发点、造箭的任务等方面的不

同，深层次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

（三）同单元联结

教学中，教师打破篇与篇之间的壁垒，有助于

学生深入理解单元内容，发展综合素养。

其一，联结中深化语文要素的学习。同一个语

文要素在单元内的不同篇章之间，往往有其独特之

处。教师可引导学生在联结阅读中，发现相同的语

文要素在不同文章中是如何通过多样化、多角度、

多形式体现，从而实现对语文要素的深入理解。

如联结探究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三篇课文，

发现“点面结合”的角度是不同的，《七律·长征》

是概括与具体的结合，概括写红军战士不畏艰难为

“面”，而具体写长征路上的事件为“点”；《狼牙

山五壮士》是群体与个体的结合，描写五位壮士群

体的言行为“面”，描写一位壮士的言行为“点”；

《开国大典》是整体与局部结合，描写整个检阅部

队是“面”，描写一个方阵是“点”。

其二，联结中展开人文主题的深究。在统编语

文教科书中，一个单元会有一个人文主题，如友

情、亲情、爱国情操等。教师引导学生联结比较课

文内容，进行跨文本的主题探究，有助于提升其对

该主题的整体认知。以五年级上册第八单元教学为

例，教师可以联结《古人谈读书》《忆读书》《我的

长生果》三篇课文，深入探究读书话题，组织学生

讨论：假如设立一个时光穿梭读书会，邀请朱熹、

冰心以及叶文玲等作家共同参加，他们会如何介绍

自己的读书之道，又会如何评价别人的读书方法？

学生在讨论中可以理解不同时代读书之道的多样性

与丰富性。

（四）课内外联结

在学生学习课内文章后，教师可拓展补充同类

或同作者的文章，探究文章的文体特征，探究作者

的表达风格，深化学生对主题的理解，拓宽其文学

视野。如教学微型小说《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从课文联结到《雨还在下》这个短篇小说：这两篇

作品都描写了雨，你觉得它们在环境描写上有何相

同之处？除了雨的环境描写，你还发现它们在哪些

方面有共同之处？在这样的对比阅读中，学生对环

境描写的作用、一波三折的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局

会有更深的认识。

二、多种支架：助力学生展开深度阅读

比较是联结的深化学习。当学生比较不同文本

时，脑神经元会被充分激活，从而建立更丰富的

神经网络联结。有效的深度比较往往需要基于文

本特点，搭建不同类型的支架，增强课堂学习的

指向性、情趣性和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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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式导图

学习小说类、写人类文章，可以运用思维导图

等可视化形式，展示关键信息，进行直观比较。从

内容角度，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做主旨思想对比图、

情节发展对比图、人物形象对比图、情感表达对比

图、文体特点对比图等，也可以从形式角度，做比

较式双重气泡图、比较式维恩图、比较式流程图、

比较式树状图、比较式鱼骨图等思维导图。

（二）比较式情境

学习状物类、说明文类等文章，可以创设虚拟

情境，引导学生参与比较式阅读活动，体验角色的

情感和思想，提炼关键信息，发表自己的观点，在

不同观点的碰撞中深入理解感悟。在比较《马诗》

《石灰吟》和《竹石》三首诗时，教师可以创设虚

拟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中探究三首诗的内涵——

如果你是一位园林设计师，需要在你设计的园林作

品中融入诗中的精神，你会设计哪三个不同的区域

来体现这三首诗的主题？

（三）比较式朗读

学习诗歌类、绘景类等文章，学生可以在朗读

中通过语音、语调和情感的不同表达，品味人物特

点、表达风格、叙述方式等，发展学生的语言感受

力。如教学《有的人》时，教师引导学生分男女声

朗读写鲁迅和反动派的句子，表达出人们对像鲁迅

这样的人的热爱、赞美和对反动派的憎恨、蔑视，

体会诗人对两种人不同的态度，形象感悟诗人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

（四）比较式表格

学习故事类、说理文类等文章，教师可以设计

不同项目的比较式表格，运用摘录法、概括法，列

出两个或多个文本的相似点、不同点等信息，逐项

比较分析，引导学生在讨论中深入理解作者的写

作意图。在学习《普罗米修斯》和《盘古开天地》

时，教师引导学生运用表格比较探究外国和中国神

话故事的异同，发现其不同的文化意蕴。

（五）比较式问题

学习科普类、散文类等文章，教师可以设计具

有启发性、层次性和鉴赏性的比较性问题，激活

学生探索的欲望，思考词句、段落、篇章之间异

同、优劣、联系，在深入比较中，提升分析、评鉴

能力。如学习《宇宙生命之谜》一课时，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关注 “发现陨石上存在有机分子，说明太

空可能存在生命。”这个句子，将句子中的“可能”

删除，与原文进行比较，然后追问：为什么明明已

经发现了陨石中存在有机分子，作者却还说这只是

一种可能？引导学生在思考中回顾全文，深入探究

生命存在的条件、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科

普文准确严谨的表达风格。

三、多态思辨：触摸文章本质内涵

思辨是对比较结果的辨析、鉴赏、归纳、推断

和批判，是升华认识的关键环节。学生应精选文

章，在历经多元视角、多个维度的比较后，参与多

态思辨活动，逐步抵达文章的本质内涵，促进高阶

思维发展。

（一）比较辨析法

辨析法是思辨的基础方式，侧重对文本内容

的比较辨析。它是在不同事物、不同事件等比较

中，发现两者之间在特点、作用和性质等方面的

差异，形成自己的选择与判断，从而更好地深入

理解思想本质。如教学《池子与河流》时，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讨论：如果你是小水滴，你会选择

成为池子中的一部分，享受宁静悠闲的生活，还

是选择汇入河流，经历奔流不息的忙碌一生？学

生通过对比辨析，深入思考生活的真正意义，促

进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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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鉴赏法

比较鉴赏法在辨析的基础上进行，侧重对文本

表达艺术的审美鉴赏。它是通过对语言表达、表现

方法、篇章结构等方面的比较鉴赏，让学生感受到

不同文本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文学美感。如学习六

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二篇课文后，教师可以组织

小组讨论：如果你是一名文学艺术鉴赏师，现在

“习俗文化馆”要收录一篇春节习俗的文章，请你

在《北京的春节》《腊八粥》中推荐一篇，并说出

理由。在思考与讨论中，学生会对两个作品情感

表达、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

鉴赏与讨论，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文章的文化意

义和艺术价值。

（三）比较归纳法

比较归纳法侧重探究文本普遍规律，建构同类

文章的知识结构。它是通过指导学生阅读多篇同类

型文章，通过比较归纳，提炼文本的主题思想、语

言表达、篇章结构等方面的一般性规律。在阅读

《鲁滨逊漂流记》《骑鹅旅行记》和《汤姆·索亚历

险记》三篇小说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讨论：如

果你要创作一部历险小说，你认为需要体现哪些特

点？在深入探究中，学生可以逐步归纳出创作历险

小说的普遍性规律。

（四）比较推断法

比较推断法侧重探究文本的深层联系。它是通

过对文本中不同描述对象的比较，深入分析文章的

内部逻辑关系，对文章隐含之意进行深层次的挖掘

和推断。如学习《鸟的天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讨论：删掉写大榕树的部分，直接写鸟儿快乐生活

的内容，可以吗？通过比较，学生可以探究分析榕

树的大而茂盛与鸟的栖息繁衍之间的关系，推断出

自然界万物相互依存的生态平衡规则。

（五）比较批判法

比较批判法侧重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见解。它

是在梳理不同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历经问题质疑、

深入推敲和比较分析的学习，探究不同写法或主题

的优缺点，在交流对话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表

自己的观点，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学《伯牙绝

弦》时，教师可在拓展阅读《伟大的友谊》后，引

导学生讨论“伯牙因为失去了知音而选择了绝弦，

你怎么看待他的这种行为”，让他们更全面地理解

友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比较思维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整体应用要契

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选择可联结的阅读内容，

循序渐进推进：从简单的字词句比较入手，到主题

相似的文章、阅读要素相同的文章、同作者不同作

品、不同作者同类作品等内容比较，到高年级段逐

渐过渡到主旨思想、情感表达、文学艺术等深层次

比较，以引导学生进行多样态的阅读，实现思维素

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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