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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中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 
◆郭华芳 

（贵州省兴义市木贾小学  562400） 

 
摘要：新课程改革非常注重阅读教学开展，也要求学生应该具备良好的

自主阅读能力，要有积极主动的阅读意识，通过阅读汲取更丰富的知识，

受到心灵情感上的熏陶，养成热爱阅读的良好习惯。因此，小学语文在

实际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指导选择健康有益的课外

读物，合理安排保障阅读时间，传授基本的读书方法，还要注重培养学

生的阅读思维，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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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教学应培养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

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要学会
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
与趣味的熏陶。阅读学习归根结底应该是学生自主参与的活动，
需要学生积极的参与体验和品味，所以小学语文教师一定要重视
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强化自主学习意识，促进学生自主发
展，这也是提高语文教学效率，落实素质教育的需要。 

一、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阅读能力是小学语文教育的重中之重，好的阅读习惯和能力

会使人受益一生。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生，对其进行正确、
有效的阅读能力培养，关键在于培养阅读兴趣，扩大词汇量。有
了一定的词汇量以后，在阅读一篇美文时，更重要的是对文章的
整体把握。理解作者的意图，体会文章的意境，而不是在老师引
领下对文章的肢解性解读。无论是提到整体把握，还是大量的课
外阅读，都不得不依赖于学生的独立阅读。因此小学语文教师更
要准确的感知此阶段小学生的特点，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
惯，激发阅读兴趣，教会阅读的方法，提高他们的自主阅读能力，
促进语文教学水平获得更大的效果[1]。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策略 
1.指导学生选择健康有益的课外读物 
从小学教学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不读书不行，滥读书也会产

生消极影响。选择书籍是指导小学生阅读的第一步，它起着净化
小学生心灵、培养小学生品德的作用。教师要指导学生广泛涉猎
科普、文学、漫画、故事等各种读物，不要局限在某一个方面；
首先要指导学生多读经典名篇，如《三毛流浪记》、《天方夜谭》、
《三国演义》。这些经典儿童文学书籍既是符合儿童心理和认知
发展水平的课外读物，又能促进他们完美地发展，纯净孩子的精
神世界，敞亮孩子的心扉，激发他们一生的文化向往。其次引导
学生适当阅读郑渊洁、杨红樱等当代作家具有时代特色的畅 课
外读物；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读物也是小学生课外阅读的宝贵契
机和资源，可教师往往忽略甚至粗暴地扼杀。很多图书有充分的
流行因素，其中包括正义的感召、美好的幻想、过人的机智及天
真的童趣等。对这种课外阅读，教师要引导小学生积极亲身体验，
使其能真正产生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兴趣[2]。 

2.合理安排保障阅读时间 
合理安排读书时间，统一制定读书计划，早中晚各安排一段

时间，每天总阅读时间不少于 1 小时。要求学生严格遵守计划的
规定，并长期坚持下去。（1）晨读二十分钟。“一日之计在于晨”。
每天早晨到校 8：00―8：10 为晨读时间，让学生进行自主阅读，
放声朗读。早晨是一天中读书的黄金时间，头脑 清醒，可以安
排些背诵、复述任务。（2）午读 1:50-2:00。每天午饭后时间学
生自由支配，至少花十分钟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3）晚读三十
分钟，要求学生每天晚上至少安排三十分钟阅读时间。晚上一般
较疲劳，可以阅读些较轻松的书籍。 

3.传授几种 基本的读书方法 
（1）品味性的精读。对名篇名著和其他文质兼美的优秀作

品，如朱自清的《春》，需要静心细读，体会立意构思，揣摩布
局谋篇，欣赏好词佳句，像人吃东西那样，经过细嚼慢咽，才能
把书中的精华变为自己的知识营养。（2）吸收性的略读。以获取

读物中的知识为目的的阅读称为吸收性阅读。主要针对知识性读
物，如《昆虫记》。因为对待此类读物既不能追求快速，不能观
其大略，也不是语言优美的篇章，适合背诵积累，而是要理解每
个知识点，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识记。（3）扫描性的速读。方法有
二：一是“遮盖速读法”。准备好一张白纸和书页差不多大小，
放在书的上端，读完一行就把纸往下拉，盖住读过的一行，使眼
睛不能来回重复，同时减少眼睛的左右移动，增强眼的视觉广度。
随着训练，把遮盖挡用的纸往下拉的速度加快，即可逐渐提高速
度；二是“限量速读法”，在阅读前确定阅读的数量，限定时间
读完[3]。 

4.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 
小学生经过几年的启蒙教育，已经具有一定的质疑问难的基

本素质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教师要想方设法提高学生质疑问难的
自学性和科学性[4]。开始，学生可能提出与课文内容无关的问题，
教师可作示范性提问；当他们能提一些问题时，应积极鼓励，不
能挫伤他们自读质疑的积极性。带着质疑去阅读的目的，在于通
过阅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弄清字、词或篇章结构的确切意思
[4]。人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由教师选择归纳成若干问
题，师生共同讨论解决。如学习《将相和》，学生通过阅读提出
下列疑问：“这篇课文的前两个故事表面上是秦王与蔺相如唇枪
舌剑的斗争，实际上是什么和什么斗争？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斗
争？文中的三个故事都表现了蔺相如的什么品质？”大家通过争
论、辩解，终于晓知：秦王与蔺相如之斗，实际上是秦国与赵国
之斗，是属于外交上的斗争，三个故事都表现了蔺相如以国家利
益为重的可贵品质。 

结语 
总之，自主阅读能力是每个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学习能力，

在小学阶段就要注重这方面的培养，这对以后的学习和成长都是
十分重要的。自主阅读课外读物是小学生丰富生活经验，积淀人
生智慧，提高自身素养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小学语文教师要
放弃急功近利的思想，端正对阅读的认识，正确指导小学生进行
课外阅读。开卷有益，只要学生读，就一定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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