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越式大语文项目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在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系列理论和实践

成果，从“互联网 +”大语文的视角出发，贯彻落实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实现既高

效又有深度的课堂教学。项目通过对广大中小学生的阅读行为进行记录和分析，

为学生匹配适宜的阅读实践活动和阅读内容，借力技术促进中小学生的全面成

长。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制定中小学全

学科阅读方案，丰富阅读活动，大幅度提升学生语文学科能力和核心素养，进

而提升学生全学科的学习力。

跨越式大语文项目可深度提升学校的学科教学质量与学生综合素质，从而

实现区域基础教育的内涵发展和高水平教育增长，整体推进区域义务教育信息

化的优质、均衡发展。

项目简介

教材学习的跨越式211教学

课外书籍的师生共读

跨学科、课内外的主题阅读实践

以读促读、以读促说

以读促写、以读促做

以读促进各个学科的教学实践

多元化的学科实践高效的大语文教学

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激发阅读兴趣

养成阅读习惯

形成持久的全学科学习力

技术助力全面成长

与统编教材匹配的阅读内容

适宜的各学科经典阅读作品

适应性阅读内容的精准化推荐

阅读内容精准匹配



项目框架

项目实施

实施模式

项目资源

理论基础

基于主题的全学科阅读实践

教师培训网络课程 信息化应用支撑服务体系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

“识字、阅读、写作”三位一体的语文教学

基于技术环境的整本书的师生四读模型

课堂互动教学平台 配套教学资源库

优秀教学设计集 优秀教学案例集

深度阅读教学理论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

教师
培训

听课
议课

教学
研讨

跨区域
交流

跨越式
年会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结构理论



项目专家及团队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

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终身教授）

马    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书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融合应用实验室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FESH 小组研究团队

余胜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陈    玲 郑国民

吴    娟



项目的理论基础

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

过程，来营造理想的教学环境，以实现一种能充

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

为特征的新型学习方式。

                                          ——何克抗

深度阅读教学，是通过为学生提供经典的阅

读内容、沉浸式的阅读情境、多维度的阅读支架、

社会化的阅读对话，从而帮助学生形成主动的、高

水平的阅读加工能力，形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与能

力，形成多元化的知识图谱结构，从而使学生获得

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吴娟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深度融合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

深度阅读教学

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儿童（约 6 岁），对于母语学习来说，并非毫无准备而是具有相当强
大的基础（音、义和句型都无须花过多时间，重点解决字形和书写）

“以语言运用为中心”，将识字、阅读、写作三个教学环节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将三者割 
裂——是儿童快速学习语言的根本途径与方法

应当将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包括发散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
维和辩证思维能力的训练）结合起来



“识字、阅读、写作”三位一体的语文教学

识字、阅读和写作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项目实施内容

阅读活动

  读        写         画         测

阅读活动

读        写         画         测 课堂互动阅读课堂互动阅读

阅读资源

电子教材

拓展阅读资源

微课资源

阅读资源阅读资源

电子教材

拓展阅读资源

微课资源

项目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学

习的自主性，激活学生的认知潜

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

以语言运用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

指导下，将识字、阅读、写作三

大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大

幅度增加学生识字量的同时，使

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实现跨越

式发展。

本项目的实施，致力于解决

小学生“汉字识字难”、“中文写作

难”的问题，以及帮助广大中小学

生养成终身热爱阅读的习惯。

教师主导 学生主体

“双主”
教学模式

“识字、阅读、写作”
三位一体
教学模式

2-1-1
教学模式2 1 1

新授内容 扩展阅读 写作表达



基于技术环境的整本书的师生四读模型

整本书阅读对提升学生阅读能力与思维水平、未来的心灵生存状态有长足深远

的影响，是新课标着力倡导的方向。项目借助工具平台动态记录学生的阅读行为和

数据，促进课外广泛深入的互动和分享，辅助教师跟踪监督学生阅读进程，构建了

由共同初读、个性化细读、群体研读和反思回读四个步骤组成的师生共读整本书的

模型。

项目实施内容

模型。

阅读方法和习惯明显改善

提取信息、推断解释、整体感知、
评价鉴赏、联结运用的阅读力提高

阅读兴趣显著提高

阅读自主性显著增强

学 生



阅读实践活动实施思路

跨年级的系列主题阅读实践活动示例

全学科阅读实践活动示例

项目团队指导教师设计和实施基于主题的全学科阅读实践活动，选择能够融入各种阅读资源、

阅读活动的相关主题，为学生提供语言学习及知识建构的载体，支持学生在各种有意义的情境中综

合运用听、说、读、写等语文能力，共同学习值得研究的、富有趣味的跨学科主题和内容，促进学

生全学科学习力的提升。

阅读摘记、读书卡、概念图、手抄报、做数码小故事影片、对比分析小报告、自制书……

项目实施内容

 基于主题的全学科阅读实践

认识

自己

校园

社区

北京

中国

世界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认识自己
认识校园

认识社区
认识北京

认识中国
认识世界

阅读活动、 学科活动、综
合实践

选择
选择主题
选择材料
选择活动

计划
向学生分享主题
学生针对计划做决定
教师学生选择

实施
个人活动
小组活动
全班活动

分享
分享过程
分享作品
分享结果

阅读摘记、读书卡、概念图、手抄报、做数码小故事影片、对比分析小报告、自制书……



项目资源

信息化教学支持方案

认识

自己

校园

社区

北京

中国

世界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认识自己
认识校园

认识社区
认识北京

认识中国
认识世界

阅读活动、 学科活动、综
合实践



“三余阅读”是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研发的支持泛在学

习环境下内容与活动融合、课内和课

外融合、线上和线下融合的阅读产品，

支持跨越式常规课内拓展阅读、师生

共读的教学设计与实施，在传统移动

阅读工具的基础上实现了阅读内容和

阅读模式的创新，旨在提高学生的阅

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引导学生实

现深度阅读。

董遇 ”三余“ 读书的故事

（董）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兴平中，关中扰乱，与兄季中依将军段煨。采稆

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

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 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从学者云：“苦渴无日。”

遇言：“当以 ‘三余’ 。”

或问 “三余” 之意。

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移动阅读等方式
充分利用闲余时间

阅读应注重方法和策略
提供阅读活动和工具

与同学和师友共读
建立班级的线上和线下阅读圈

在阅读中收获快乐

勤于读书 善于读书

乐于读书

项目工具载体



项目工具载体

“三余阅读”支持内容与活动融合、课内与课外融合、线上与线下融合环境下的学习，

实现语法知识的精准诊断和改进，阅读模型的建立和资源的个性化推荐，学生作文

的智能批改和点评。的智能批改和点评。



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

验室” 组织实施，由高精尖中心、联合实验室组建总项目组，帮助指导参与的学校开

展项目工作，最终实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目的。

项目组织结构示意图

跨越式大语文项目组架构

项目实施



项目成果成效

项目预期效果

预计通过 3~6 年的项目实施，达成以下效果：

语文课堂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实施 3 年后大部分学生达到项目既定的目标；

形成全学科特色活动课程的系列成果；各学科教师形成全学科主题阅读活动的教学实践共同

体，掌握跨学科阅读活动的设计与开发能力；

形成基于案例的校本教研制度，实现自我发展与循环；

培养一批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和较强教学技能的优秀学科教师，师资力量与教学水平得到整体

提高。



学生阅读拓展阅读材料

杜宇宁老师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 学生拓展写作 梅伟静老师带领学生开展课堂活动

师生共读经典文学作品 学生融合线上线下参与阅读活动

黄文娟老师对比展示学生习作内容

《西游记》名著导读课

顾光丽老师执教二年级语文课

郭玉红老师执教《小蜗牛》 高东冉老师执教《我多想去看看》 教师体验 “三余阅读” 软件

课题教师集体备课 贵安附校课题教师集体研讨

学生扮演西游记人物 孙秀丽老师数学绘本教学

杨柳老师执教公开课 学生使用点阵笔写作和绘制概念图

网络环境下的跨越式大语文

非网络环境下的跨越式大语文

北
京
海
淀

河
北
张
家
口

深
圳
南
山

贵
安
附
校

广
州
荔
湾

天
津
英
华

项目成果成效



学生在平板环境下
进行绘本学习

学生完成课堂小练笔

学生阅读拓展阅读材料 学生创作小作家

学生完成自主学习与
自主探究活动

学生基于 “三余阅读” 开展
合作学习

音乐课上学生创编动物歌曲 英语课上学生合作搭建乐高

体育课上学生模仿动物爬行和跳跃

学生小组合作填写任务单

黑龙江兰西

区域项目典型

科学课上学生介绍动物 数学课上学生设计动物统计表

基于 “动物” 主题的全学科阅读活动

基于 “三余阅读” 的绘本教学
基于 “认识北京” 主题的全学科阅读活动

项目成果成效

北京朝阳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