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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挖掘资源，释放阅读魅力——谈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姚  英 

（湖南省醴陵市浦口中心学校） 

 
摘要：阅读的过程是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享受精神洗礼的过程，是陶冶

学生情操、升华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但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

的阅读兴趣却不甚浓厚。分析其原因，主要归结于学生未能感知阅读资

源的魅力，未能在阅读中获得阅读资源的美感。对此，本文就小学语文

教学中，教师如何挖掘资源以释放阅读的魅力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几点

教学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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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呈现直观性资源，辅助学生理解 
在阅读资源中，不少作者在表达情感和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以及心理动态时，常常是通过景物信号的方式向读者传达，含蓄
的表达手法和描写方式总是让人回味无穷。但是，正是由于这种
含蓄的表达和描写手法，也给不少学生带来了诸多阅读的困扰，
学生出现了读不懂、无法感知、理解不深刻等问题，这也受学生
的思维能力和生活经验的缺乏影响。针对这一现状，教师在教学
中便需要应用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感知，将含蓄性的内容
挖掘出来并通过直观化的手段呈现，从而优化学生的体验，让学
生从直观的辅助中，借直观资源的支持，帮助学生发散思维，优
化学习。例如，在《穷人》这一篇文章的阅读教学中，为了帮助
学生体验桑娜的复杂纠结的心路历程，帮助学生理解桑娜是在如
此艰难的条件下，毅然中肩负起照顾邻居家的孤儿的重任，从而
感知平凡的桑娜的博爱与慈爱，感知桑娜与丈夫的在道德情感上
的默契，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图片插画的形式呈现文章中描写
的情境，让学生从直观的贫困的景象中，感知桑娜和丈夫本来就
拮据的生活。在这一情境的感知中，帮助学生体验桑娜和渔夫有
勤劳、善良、淳朴、富于同情心、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帮助别人的
美好品质。再比如，在《开国大典》这一篇阅读的教学中，为帮
助学生感知我国开国大典时的盛况、体验人们对新中国诞生时的
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将开国大典时候人头攒
动、人们欢呼雀跃的景象用直观图的方式呈现出来，辅助学生理
解文章中描写的开国大典时的盛况、感知新中国领袖的风采。从
这一教学方式中，学生从直观的图片资源中，跨越时空界限，对
文章的情感感知力更强，体验更深。伴随着这种深刻的情感，学
生的阅读兴趣也就逐步家里，阅读资源中的魅力也就逐步被学生
感知。 

二、挖掘生活化资源，激发学生共鸣 
阅读的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的情感生成，如学生与作者的情感

实现了共鸣，学生能够体验到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和情感，文章
中的情感魅力也就为学生感知。对此，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教
师便可以从学生的基础生活经验中挖掘资源，让学生借助生活经
验感知情感，更通过生活经验营造出相应的情感氛围，从而帮助
学生感知阅读的魅力。例如，在《我选我》这一篇文章的教学中，
文章中王宁能够主动站起来毛遂自荐，这是很多学生都不具备的
勇气和自信。但是，如果让学生置身事外地考虑其自己选择自己
作为班委的这一活动，学生很难感知到王宁在选择毛遂自荐时鼓
起了多大的勇气，更难以体验到在站起来之前王宁经历了怎样的
思想斗争。所以，在新课教学之前，教师结合学生的学习经历，
构建如下教学情境：同学们，我们班中如果有班委职位的空缺，
你是否想过你适合哪个职位？你是否有过担任每个班委职位的
想法？如果现在让你自己推荐自己，你能说出推荐自己的理由
吗？通过以上活动，学生在模拟的教学情境中，将角色代入，甚
至也开始为自己心仪的班委职位而蠢蠢欲动。此时，经历了大量
思想斗争的学生，对于“我选我”时复杂的心理也就体验的十分
深刻了。此刻，教师引导学生阅读，当读到班里静悄悄的这一时
刻时，学生自然而然地会感受到其他同学的吃惊，体验到王宁同
学在此刻的紧张，感知到王宁同学的勇气可嘉。伴随着生活化资

源的应用，学生在新知学习中也就体验到了情感共鸣，阅读中的
情感魅力也就成为驱动学生不断阅读的重要资源了。 

三、利用生成性资源，拓展学生思维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中所应用的教学资源既包括教师在

课前设计教学时候所准备的教学资源，也包括学生在课堂中对文
章阅读时的理解性资源。正是因为有了生成性教学资源，才让整
堂课变得灵动起来，让学生的活力被释放出来，学生在课堂中生
成的教学资源才是更是教师教学中应当着重利用的。对此，教师
在新课教学中便可以有效应用生成性教学资源开展教学活动，以
拓展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在不同学生的看法中深化认识，发展个
性化思维和思想。例如，在《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一节内容
的教学中，文章中用母亲的激励性评价和父亲的客观性评价让学
生体验两种评价对个体的影响，让学生学会接纳不同人的评价，
然后将之转化成自己前行的动力。在这篇文章的学习中，我组织
学生说出自己在本篇文章中的收获，多数学生都能根据本篇文章
说出应当理性对待不同的评价等观点。也有学生提出：也有学生
根据自己的体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该学生认为：在对待一件事
物时，我们认定方向，更要坚持自我，不要去管他人怎么说，不
要受外界评价的干扰。此言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们面面
相觑，不知道这一见解是否正确。此时，我尊重并引导学生：同
学们，我认为这位同学的想法真是好极了，我们在课堂中就是缺
乏这样真正的声音，他的想法独特，并且也是这位同学认真思考
的结果，请同学们以后在学习中谈收获时，能畅所欲言，所有认
真的思考都值得被同学们和老师尊重。通过这一教学方式，学生
备受激励，此后的生成性教学资源更多，学生也能在阅读中产生
更丰富的想法和观念，这也是阅读魅力为学生感知的结果。 

总结 
阅读教学中，必要的教学资源挖掘能够起到点缀课堂、辅助

理解的效果。对此，教师在阅读教学中需要通过结合阅读内容帮
助学生感知体验，从而散发阅读资源的魅力。对此，教师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便可以通过直观性资源、生活化资源和生成性资源挖
掘的方式，让阅读的魅力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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