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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视界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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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要找的那本书， 　　 　　产品名称：新语文主题阅读(1上配人教... 　　ISBN编号: 9787801332066 
　　出版时间: 2008-1-1 　　出版社: 开明 　　页数: 86 　　版次印次: 2008-01-01 第1次印刷 　　作者: 
刘宪华|主编:刘宪华 　　开本: 16开 开 　　 　　 　　购买QQ：1477198008 　　 　　 　　当前小学语
文阅读教学在阅读目的、阅读内容、阅读方法等方面普遍存在重功利、轻发展；重共性、轻个性；重
继承、轻创新；重认知、轻情感的反文化特征。作者从教育研究的角度出发，以新课标教材（人教版
）的单元主题为主线，选取对人生最为重要、最需要关注、最富有情感、最能体现人文精神和生命价
值的主题，通过阅读展现每个个体的阅读个性和理想，着重培养学生自觉阅读、独立阅读、有思考地
阅读、有创意地阅读以及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自觉寻找有意义主题的习惯，最终使学生成为渴望的阅
读者，有思想的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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