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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提高深度阅读能力的策略探究 
谭小军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下埠镇光华小学  江西萍乡  337022） 

摘要：深度阅读应是学习者在自主意识支配下衍生的思想与行为活动，作为独特的心理猜测游戏，应能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充分
发挥作用与优越性。为此，农村小学数学教师需全面剖析当前数学教学现状，在以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提高深度阅读能力方面，形成
清晰与正确的实践逻辑。以正确逻辑为起点，设计以小学数学为引领提高学生深度阅读能力的工作方略：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工具
延展数学阅读空间，二以多样活动为载体策动学习者阅读交融，三深度阅读的问题链合理嵌入小学数学教学全过程，四在农村小学
数学课堂上合理设置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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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深度阅读能力的形成与进化，实质上是学生个体认知层次

跃进过程，更是情感与思维深化与拓展的过程，会对人才培育

与教育质量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在教学水平和条件较为落后的

农村，在实际开展小学数学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更应注重理念

与能力层次的升级，不应局限于知识教育。在信息化条件的作

用下，整个社会出现知识快速更迭现象，过度强调学科知识灌

输不利于学生现代化发展。为此，需以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提高

深度阅读能力，这是学生当下和未来高质量发展和深度学习的

必要素质与素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丰富学生阅读逻辑体验，

基于开放与多元的阅读场域和场景，推动学生阅读能力的高层

次发展。 

1．以农村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提高深度阅读能力的现状分析 
农村小学教育阶段，更注重知识教育与能力教育，在深度

阅读能力培育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尤其在农村的小学教师会

受到既定环境和教育管理机制的影响，过于看重教学任务的完

成与落地，大大忽略学生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必要能力培育。

即便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也要看重提高学生深度阅读能力，

否则会出现数学问题解决困难的现象。而深度阅读能力会对小

学数学问题解决产生重要影响，若不能有效提高学生这一关键

能力与素养，会掣肘学习者学习质量与效率的提升，更不能形

成开放性的数学思想与数学思维。 

2．农村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问题的识别 
（一）小学数学课堂全过程和全面观察与识别 

以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深度阅读能力的提高，首要任务是全

面观察与识别学生在数学问题解决中的阅读困难。通过科学与

客观的课堂观察识别，明确学生的具体数学阅读表现，进而有

针对性的改善数学阅读困难问题。教师应以试题为主要诊断工

具，测评与判断学生数学阅读困难的程度。教师可设置难易程

度不同的判断题与与选择题，通过学生解题过程的观察，精准

识别学生阅读困难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因素。即学生阅读数学问

题时，不能精准提炼与筛选信息条件，会受到无关信息干扰，

无法更加正确和深层次理解题目，导致他们形成错误的解题思

路与路径。关键词语的提取与理解，是有效和快速解题的前提

条件，这会直接受到学生深度阅读能力的影响。若想以小学数

学引领学生提高深度阅读能力，应在数学课堂全过程和全面观

察与识别学生数学阅读困难。 

（二）聚焦问题交互过程中的发声思维识别 

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分析如何提高学生深度阅读能力时，

应对所交互和交流的具体问题设置情况建立深刻的认识。教师

以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提高深度阅读能力的整个过程中，需能高

度聚焦问题交互过程，根据学生的外化行为表现，判断他们的

阅读动机和阅读心理。且在提出及要求学生解决某个数学问题

时，教师应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自身的诉求与观点，且能积极的

外化表现思维活动和思考过程。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出声思维识

别，判断与测评学生深度阅读能力层次和水平。在出声思维识

别的过程中，认识到阅读困难会对数学问题解决产生重要影响。 

3．以农村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提高深度阅读能力的具体方略 
（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工具延展数学阅读空间 

以农村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提高深度阅读能力，教育工作者

应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延伸阅读空间。所选择的阅读场所不要局

限于封闭课堂，可根据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与学习能力，向外

进行无限的延伸与拓展。教师可将智慧图书馆作为数学教学的

第二课堂，从而在深度阅读能力培育方面给予学生更多的体验。

无论是思维体验还是情感体验，都要在动态的系列认知活动中

促进学生深度阅读能力的提升。小学数学教学中，需科学引进

现代信息技术，以此为重要工具，无限延展与延伸阅读空间。

具体来说，基于智慧图书馆，组织学生结合学习实际的在线上

或线下阅读场景读书，如在课堂分时段的阅读数学史，使学生

对数学学科发展与应用形成清晰认知。相对于小学数学教材，

图书馆中有关数学史的介绍更加复杂。利用图书馆中的文献资

源与书籍，提高学生深度阅读能力时，教师要讲究方式方法。

利用多媒体课件，立体呈现抽象知识，且对相关的陈述性知识

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当然，在具体剖析和讲授前，需要求学

生深度阅读，且能对不理解的地方进行标注，而这些内容要成

为阅读教学的重要抓手和资源。而在课下教师也可利用互联网

技术组织阅读活动，依托虚拟和无边界的智慧图书馆，引领学

生根据自身的需求与爱好选择阅读内容，并要求他们规范书写

阅读心得。通过有效延伸数学阅读空间，实现多渠道和多手段

的培养与提升学生深度阅读能力。 

（二）以多样活动为载体策动学习者阅读交融 

课堂环境的样态和特点，会学生学习态度和心理产生重要

影响。当学生在既定的环境与语境下，形成心理安全的感知时，

会更加积极和深度的参与教学活动。而这种心理安全的感知程

度，与学生自觉与深度学习正相关。因此教师要在数学课堂引

进多种主题与任务的活动，以多样活动丰富数学课堂环境与教

学情境，促使学生在阅读理解和知识应用等方面产生积极和敏

锐感知。通过组织不同规模与主题的阅读活动，策动学习者阅

读的深层次交融。而在深度阅读的情境中，教师应鼓励学生从

不同角度分析文本内涵与情感，不要陷入低层次认知闭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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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深层次理解而产生思想共鸣，且在知识应用与解题思路

交流方面产生情感共振。具体表现在，学生阅读和解答数学问

题时，教师要主动营造开放和愉悦的教学氛围，促使学习者之

间能积极交流与互动。无论学生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中心进行

文本情感感悟，还是与其他学习伙伴进行交流时的观点输出，

亦或在接收其他信息与观点时的客观反映和反馈，都要在情感

方面形成共鸣与共振。基于阅读活动的各种交流与反馈，需表

现出鲜明的情感式特点，使学生在有趣和深层次交流中，形成

积极的阅读感想与表达。同时在有趣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促

使学习者间走向共情理解，实现阅读交融。通过构建和谐的情

感关系，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我效能感，在开放和民

主的对话空间中，逐渐形成较高水平的深度阅读能力。 

（三）深度阅读的问题链合理嵌入小学数学教学全过程 

小学数学教师需明确，深度阅读能力的构成要件或要素，

主要包括记忆能力、理解能力、应用能力、分析能力、评价能

力等。从知识定义视角来看，记忆也是知识，其是对特定现象

和陈述性知识的回忆。学生若能对数学问题深度阅读与理解，

就要能有序勾连过往的知识内容，思考与回忆的过程中发挥知

识聚合的作用，从而能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解与正确解读。

缺乏夯实理论基础的学生，相对而言阅读理解能力更差。若想

提高学生深度阅读能力，就要不断丰富学生知识层次，对特定

的知识形成深刻的记忆和回忆。而理解实质上是低层次的阅读

能力，是形成深度阅读能力的基础与重要的构成要件。知识的

理解与应用，需符合特定的语境或情境要求，属于更高层次的

能力。而在特定情境中应用知识时，先要经过“执行”这个认

知过程，然后才是根据问题进行“实施”。从深度阅读能力的构

成来看，以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深度阅读能力提升，是一项复杂

的心理过程与认知过程。因此应将深度阅读的问题链合理嵌入

小学数学教学全过程。基于深度阅读问题链的小学数学课堂，

着重于阅读动机和阅读态度的识别与引领，根据学习者的行为

表现和认知能力，灵活的发挥问题链的调节作用。无论是面向

学生传授数学知识，还是引领他们深层次理解数学问题，都要

促进他们形成积极的阅读动机和端正态度。在整个数学教学活

动中，以学科核心思维为生命基点，设计阅读文本，对内在结

构进行合理的优化与外显。在阅读中深层次理解后，教师需引

领学生脉络化的探索各个知识点间的关系，形成正确和清晰的

逻辑框架后，再去深度思考与实践解题思路。教师所设计的问

题链，必须始终以学科核心思维为基础，保证各个问题间有着

紧密的关联性。而深度阅读问题链的介入，要能有效提高学生

深度阅读能力。 

（四）在农村小学数学课堂上合理设置阅读障碍 

着力于小学数学课堂，培养学生深度阅读能力教育工作者，

应注重教学行为生活化的强调，科学的设计教学的问题情境，

以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为目标导向，设计具体的阅读内容及课

堂呈现模式。在面向农村小学生开展数学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教师要科学设置阅读障碍，使他们在既定的问题情境中，有序

梳理与筛选教学信息。通过巧妙的设置疑问与障碍，有效培养

小学生信息甄别与再加工组织能力。教师引领学生阅读数学题

目时，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提取条件，由此构建相对完善的问题

空间。学生充分理解数学条件和多样表征后，教师需鼓励他们

科学设计解题思路与方法。教师以出题者的身份介入到问题情

境中后，应将有关和无关信息相混淆，以此诊断学生深度阅读

能力和信息甄别与筛选能力问题。通过多维度和理性化的能力

测评，有针对性的以小学数学引领学生深度阅读能力的提升。

例如，以具体问题为载体，传输数学知识与技能，在这个过程

中需灵活的问题改变，即将无关信息巧妙的融入问题中，以此

有效训练学生信息甄别与筛选能力。此外，教师要利用网络视

听资源丰富问题情境，利用多样化的信息条件干扰学生视听，

这样可在不断的阅读能力问题诊断与完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

深度阅读能力。而教师要根据教育对象的认知层次与能力架构，

在数学课堂巧妙与科学的设置阅读障碍。通过深度阅读能力的

科学测评与判断评估，针对性的进行阅读能力培养与拓展训练。

当学生能有效梳理有用信息和无效信息时，就能更加精准的提

取数学题目中的信息条件，这样才可正确的设计与执行解题思

路及方法。 

结语： 
基于小学数学课堂，提高学生深度阅读能力，需从教学环

境和学生个体成长等维度综合考量。教师需明确影响学生阅读

困难的主要因素与原因，通过科学的问题识别与诊断，有针对

性的设计应对措施与方案。农村小学数学教师应以学习者为中

心，设计教学内容和阅读文本，利用交互性更强的问题情境，

激发学生积极和深度学习的心理与动机，促使他们在长时间的

淬炼与训练下，逐渐形成较高水平的深度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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