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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素养为视角，培养小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
霍丽英

（藤县埌南镇埌南小学，广西 梧州 543000）

摘要：随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推出，核心素养培养成为教师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教师应以语文核心素养培育为导向，着重关注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以此帮助学生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与素养，并反向强化学生核心素

养的成长。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通过分析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培养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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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改革与新教材修订，小学语文课程对学生的自主

阅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学生能够自发、主动地运用已经

掌握的阅读方法与技巧阅读各类读物，以此丰富学生的日常生活，

感受语言与文化魅力，拓宽学生的语文知识范畴与文化底蕴，并

达到陶冶文学情操的目的。因此，以核心素养为切入点，着重培

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成为语文教师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

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主要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教师教育观念滞后且未能及时更新。部分语文教师习

惯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因此长期以自身的教学经验为指导理论，

长时间采用一套教学方案，不仅课程形式缺乏变化和新意，而且

课程形式呈现为“满堂灌”状态，全程由教师主导讲解与阐述课

程内容，学生不仅缺少交流沟通平台，而且缺少实践探究与活动

参与，导致学生的阅读思维被限制，无法展现出学生的个性化意

识与自主思维能力。

（二）学生缺乏自主阅读的兴趣与积极性。对于小学生而言，

兴趣建设是其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内在动机，但现阶段教师在语

文阅读教学设计中缺乏兴趣建设环节，导致学生对阅读活动不感

兴趣，无法体验到阅读带来的真切感受与情感体验。在自主阅读

能力培养过程中，阅读兴趣是学生自主意识形成的前提，只有兴

趣才能让学生形成阅读习惯，才能在长期阅读中积累文化底蕴，

拓宽文学视野，进而形成更深层次的阅读理解能力与阅读思维技

巧。在此过程中，部分教师与家长还存在错误认识，认为学生提

高学习成绩更为重要，由此忽视了阅读兴趣与习惯的培养，却着

重引导学生掌握阅读理解试题的答题技巧。

（三）课内外阅读活动未能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当前小学

有着较为丰富的图书资源，但是却未能充分发挥图书资源的引导

作用。比如部分学校的图书借阅开放性不足，或者时间安排不合理，

导致学生借阅率较低。比如部分学校缺乏有效的读书推广活动，

学生很少主动参与到阅读活动之中，甚至仅有少数学习优秀或爱

读书的学生参与，无法扭转全体学生的阅读意愿与兴趣。

（四）自主阅读能力培养中缺乏家校合作平台。家庭是学生

课外阅读的重要场合，但大多数家长阅读意识薄弱，更关注孩子

的成绩，因此未能主动培养孩子的阅读意识和习惯。甚至部分家

长还为孩子增添额外作业或培训班，导致学生缺少时间进行阅读。

部分家长由于工作较为忙碌，对孩子的管理和引导较少，同样使

得孩子缺乏稳定的阅读习惯。

二、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培养策略

（一）强化兴趣建设，让自主阅读生根发芽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必须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并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个性特征以及学习需求设计教学活动，以此满足

学生的成长需求，创设贴合学生兴趣与喜好的教学环境，进而达

到激发学生潜在兴趣与求知欲望的目的和效果。对此，教师应当

着重关注兴趣建设效果，让学生感受到阅读带来的情感反馈与成

就感，并由此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例如在学习《观潮》一课时，本课主要描绘了钱塘江大潮的

壮观场面，但是在阅读教学活动中，教师仅凭口头讲解与描述，

学生既无法直观感受到文字描绘的钱塘江大潮壮观场景，而且还

会产生无法深入理解中心思想与情感要素的疑惑与问题。对此，

教师就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首先，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

是否有同学去过钱塘江观看过大潮景象呢？通过这样的方式，选

择有亲身经历的学生上台分享自己的观景感受，以此让学生初步

了解钱塘江大潮的壮观景象。其次，如果班级中没有学生目睹过

钱塘江大潮，教师则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展现钱塘江大

潮视频，通过不同视角的拍摄，可以让学生从宏观视角清晰观察

大潮景观，并由此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最后，教师可以

进一步组织学生进行课文朗诵活动，一边阅读一边聆听钱塘江大

潮的声音，进而调动学生不同的感官体验。在阅读完成后，教师

可以选择学生分享自己阅读时想象的钱塘江大潮壮观景象。比如

有学生提出：我好像看到了一面巨大的水墙，银白色的浪花翻腾

在水墙顶，然后排山倒海一般向我扑来。还有学生说：我仿佛看

到巨浪在咆哮与怒吼，而且好像闻到了大海与湖泊的味道。通过

这样的环节，教师可以让学生更直接地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并

由此让学生对阅读文本所带来的内容产生更深刻的体验，进而形

成思维碰撞与热爱向往之情，不仅可以强化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

还利于学生思维能力与审美创造素养的发展。

（二）转变教育观念，让自主阅读枝繁叶茂

在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培养过程中，教师还必须转变自身的

教育观念，建立动态学习和发展意识，积极学习并了解前沿教育

观念，并建立新型教学模式，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与策略，为

学生创建科学、高效、有趣的阅读学习环境与活动平台。

首先，对于教师自身而言，转变观念与学习发展是当前教学

改革环境下面临的重要转折点。在传统教育观念影响下，部分教

师仍然未能正确认识自身的教学身份与角色定位，并且未能积极

学习了解先进教育思想，导致其长期采用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严重影响了学生自主思维与综合能力的成长。在新时期背景下，

教师要围绕学生语文学科素养发展优化教学思维，并通过常态化

学习与培训活动，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一方面，学

校应积极组织教师培训活动，确保教师掌握前沿教学思想、教育

方法和教学理念。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多元化的教师发展活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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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师能力素养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可以开展师徒结对、青蓝工

程等活动，让教师能够互助成长；也可以组织教师参与教学观摩课、

交流课或者举办教学大赛活动，引导教师共同切磋磨合与交流学

习，从而依托教师集体共同发展。此外还可以邀请专家开展线上

讲座与专题培训，进一步深化语文教师的能力素养。

其次，教师还应用好新版本的教材内容，指引学生进行自主

学习。统编版教材设计以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为单元构建的切入

点，因此每个单元的阅读文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与深刻关系，教

师可以基于教材特征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并借助教学活动强

化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比如在五年级上

册第六单元中，教师可以采用单元教学思路，将《慈母情深》《父

爱之舟》等关于父爱母爱的课文进行整合教学。教师可以详细解

读《慈母情深》这篇课文，以此引导学生掌握该类文本的阅读方

法与分析技巧，而后即可组织学生建立小组自行阅读和学习《父

爱之舟》，并由小组代表上台化身教师进行讲解引导，以此让学

生掌握同一类阅读内容的方法与技巧，并能够科学分析其中的情

感要素。而在本单元课文学习后，教师还可以组织开展“读懂父

母的爱”主题阅读活动，为学生推荐《大地的耳朵》《有太阳味

的童年》《考零分也很难》等读物，让学生进一步感受父爱与母爱，

并由此激发学生的自主阅读兴趣。

最后，教师应坚持课内外衔接阅读教学原则，为学生创造更

多的自主阅读学习环境。对于小学生而言，独立阅读能力需要逐

步培养，因此在开始阶段需要教师或家长的帮助。而在课外阅读

活动中，就需要家长提供必要的引导和帮助。一方面，教师要根

据学生阅读习惯与能力素养，结合教材内容推荐相关的阅读文本。

比如在《猎人海力布》《牛郎织女》等课文学习结束后，教师可

以为学生推荐《中国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非洲民间故事》

等，让学生了解不同地区的神话故事与民间故事。在学习了《祖

父的园子》后，可以让学生阅读《呼兰河传》，让学生进一步了

解萧红的成长经历。通过这样的推荐方式，可以让学生逐步养成

阅读习惯，并通过书籍不断陶冶情操，具备良好的自主阅读素养。

另一方面，教师要鼓励家长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比

如为孩子购买合适的图书，为孩子安置书架与书桌空间等。

（三）注重实践阅读，让自主阅读绽放花蕾

在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培养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从自身的教

学观念与方法入手，还要建立新的教学模式，为学生创设自主阅

读的平台。阅读活动不应局限在课堂之内，更需要在校园内开发

多元化的阅读实践形式，以此进一步丰富学生的阅读技巧，并在

阅读中展现创造性思维与个性化意识。

首先，教师可以组织读书漂流活动。比如在班内，可以让学

生将自己的一本课外读物与其他学生交换，然后不断传递，让每

位同学都能阅读一遍。此外，也可以在年级段内或学校内部开展

读书漂流活动，以此提高图书资源利用率，同时扩展学生阅读量。

其次，开展课前演讲活动。在每节课前，教师可以组织学生

上台进行三分钟演讲活动，每节课按照序号排列选择两名学生上

台，以此让学生分享自己的课外读物，比如可以表达自己的阅读

体验与感悟，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籍。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

片段进行朗诵演讲，甚至可以简单介绍书籍的内容，表达自己的

评价与看法。

其三，设置每周一节阅读专题课。教师可以每周选择一节课，

为学生提供自主阅读的时空。教师可以选择不设主题，让学生自

己选择书籍阅读并在下课前写一段读后感，将其粘贴在读书窗栏

目中。也可以选择主动设置阅读主题，比如古典文学、现代小说、

童话故事、诗词歌赋等，让学生在不同类型的阅读活动中总结阅

读经验。

其四，打造阅读组织机构。比如可以建立“阅读墙”，学生

可以定期在其中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籍，或者表达自己的阅读感悟。

可以开办校园文学广播台，让学生录制广播节目，推荐阅读书籍，

或者介绍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各类书籍。通过这样的组织机构，为

学生创建更多的自主阅读学习环境，并打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其五，创办书香阅读节。学校可以围绕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书

香阅读节活动，比如可以开展“中华诗词大赛”，通过答题的方

式考查学生的诗词掌握情况。比如可以开展课堂剧演出活动，让

学生组建团队，并选择自己读过的文本，将其改编成短剧进行排

练与表演，进一步感受书籍描绘的人物形象与内在情感。此外还

可以开展飞花令、故事秀、煮书论英雄、主题征文活动、阅读小

报制作等活动，以此让学生通过多元化的活动感受阅读带来的成

长与变化，强化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

（四）开展亲子阅读，让自主阅读硕果累累

在小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培养中，教师还应充分发挥家长的引

导和陪伴作用。首先，面对存在阅读认知偏差的家长，教师应积

极开展家长教育活动，通过家长讲座、家访活动、家长会、专题

课程、微信群等途径，让家长认识到培养孩子自主阅读能力的意

义。其次，要开展亲子阅读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开展“与书为伴，

悦读越美”亲子阅读活动，在低年级段，可以让家长每晚给孩子

读 20 分钟睡前读物；在中高年级，可以让家长陪孩子一起阅读书

籍 20 分钟。在每日完成阅读活动后，还应填写阅读记录表格，学

生还可以将印象深刻的读物内容进行记录分享，或者表达自己的

读后感想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应将核心素

养作为教学改革的核心前提，将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

审美创造作为教学设计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培育学生的

自主阅读能力。针对当前小学阅读教学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教师

可以通过强化兴趣建设、转变教育观念、注重实践阅读、开展亲

子阅读等策略方法，推动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协同发展，进而实

现从生根发芽到枝繁叶茂，从绽放花蕾到硕果累累，让学生拥有

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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