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小学语文(西南师大版)简介

教材主要特色

教材主编

董小玉  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教育部高等学校第二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专家，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

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主持教学项目获国家级与省部级奖3项，主编国家级教材项目4部，主持国家

级与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6部。

教材编委

由高校学科专家、教育教学专家及小学优秀教研员和优秀教师20多人组成。

配套教学资源

配有教师教学用书、教案选、教学挂图、同步练习、单元综合测试AB卷、生字卡片（拼音卡

片）、寒(暑)假生活、自读课本、写字（硬笔、毛笔）、说话写话、习作指导、字词句段篇、教材分

析(VCD)、同步课堂·小班教学(VCD)、互动课堂·主题资源(DVD-ROM)。

西南师大版课标教材服务网址：www.xscbs.com   期刊：《新课程实验研究》《基础教育》

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意见节录 

西南师大版《语文》教材充分体现了“放低起点，小步快进，激励自主，轻松达标”的编写原

则。力求贴近儿童生活，关注儿童感兴趣的事物、儿童视角的转换，突出了编者的编选原则，对于培

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善的情感、提高健康的审美水平以及激发创造性，都有一定的感染力和启迪性。

注意突出本土特色。从本土特色中，体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有历史故事，有反映民族智

慧的传说，特别是描述西部风情的课文，更给学生以新、奇、美的艺术感受，给学生以情感上潜移默

化的影响。该教材有着较为丰富的人文性，选文都注重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

视野比较开阔，引领学生走进丰富的世界文化。如介绍外国名人的故事，生动有趣，没有说教，

没有训诫；反映世界风情、时代风貌的课文，启发学生领略到社会知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教科书从我国语文教学现状出发，确定了“放低起点，小步快进，激励自主，成功达标”的编写

思路，放低起点而不降低标准，考虑实际而不迁就落后，关注学科融合而不削弱语文基础，增强现代

意识而不忽视传统文化，在拼音、识字与写字、阅读、口语交际、习作等方面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和编

排，体现了“易、实、活、趣、自”等特点。

一、识字写字

1.“减负”、科学的汉语

拼音教学

教科书对几十年不变的汉语

拼音教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从内

容的取舍、呈现的方式、教法的建

议、练习的设计等都进行了改革。

删除了对学生学习发展无用或有误

的内容，强化学生终生受用的内

容，减轻了学生不必要的学习负

担。如：（1）四表留一表。留下了

对学生终生有用的《汉语拼音字母

表》。（2）不将Y、W作为声母教，

避免了把汉语拼音的21个声母误定

为23个。（3）采取“同音代换”

的方式，避免了以往“整体认读音

节”所产生的误区。

四、“自主学习”

为落实课程标准提倡的自主学习，着眼于学生的发展，教科书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地设计了若干操作性强的栏目，以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学

能力。

1. 第一学段编排了“自主识字”“自主写字”“自主测评”

2. 第二学段编排了“自主积累”“自主阅读”

3. 第三学段编排了“自主批读”“自主学习”



三、活动练习

1.活动练习设计情境化、生活化

如“口语交际”的话题都来自学生生活，并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特

点和生活阅历循序渐进地提高要求，让学生在生活化的情境中逐步提高

口语能力。

2.习作训练让学生乐写、易写

教科书十分注重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潜移默化地将学生自然引入习

作练习，让学生乐于动笔，易于动笔，进而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习作的殿

堂，感受习作的乐趣，提高习作的能力。 

二、课文阅读

教科书坚持文质兼美的选文标

准，精选了充满童心童趣、洋溢民族

风情、展示祖国文化、关爱人与自

然、体现人文情怀、充盈勃勃生机的

优秀诗文；课后练习形式多样、生动

活泼、富有弹性。同时大胆创新，创

建了以下高效新颖的阅读教学平台：

1.批读课文，利教便学

从第二学段开始，教科书设计

了批读课文。批读文是培养学生精读

能力的一种课文类型，其意在通过批

读的方式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旁批

从读者的视角出发，引导学生从一点

或几点深入学习。以分进合击的方

式，逐步提高学生的精读能力。

2. 循序渐进、适度适量地安排识字写字

教科书的识字教学编排可以归纳为：“拼音识字初见面，象形识字看演变，集中识字找规律，独立识字能力

显，自主识字路子宽，测测评评进步快。”

注意合理安排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识字、写字任务，即便在第一学段识字量大的情况下，每课也只安排10个左右

（集中识字除外），这种均衡的安排，使教与学的负担适度，有效有序。

第一学段每个单元都编排有“你还认识我吗”这一栏目，将学过的生字重新组成若干新的词语，并进行巧妙的

排列，让学生在新的语境中复习学过的生字，使巩固识字和积累词语相得益彰。

2.互动平台，激励探究

第三学段设计了“互动平

台”，引导学生结合本单元课文

的学习，以学生、老师、文本、

编者对话的形式，激发学生参与

梳理语文知识、探究学习方法、

交流读写心得等互动，培养学生

的语文综合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