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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阅读理解中词汇量对文本理解影响的理论探讨

晋新燕

叶城县第八小学　新疆省喀什市　844900

摘　要：本研究专注于小学语文阅读理解这一关键领域，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词汇量对文本理解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通

过全面且系统的理论层面探究，力求清晰揭示词汇量在助力学生精准解码文本、高效构建语义框架以及显著提升阅读思维

等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研究数据与案例充分表明，丰富的词汇量不仅是学生准确认读与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础，更是提

高小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重要基石，对优化语文教学实践、提升教学质量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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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学语文教育体系里，阅读理解处于极为关键的位

置，是培育学生语言综合素养的核心环节。词汇量作为阅

读理解的基础性构成要素，其重要程度不容小觑。词汇是

组成语言的基本单元，学生只有积累充足的词汇量，才能

够精准识别文本中的字词，进而深入领会文本所蕴含的意

义。随着语文教育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越来越多的

教育学者注意到词汇量与文本理解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

系。深入探究词汇量如何对小学生的阅读理解过程产生影

响，对于优化语文教学策略、切实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有着极为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1. 词汇量与文本解码

1.1 词汇识别与认读流畅性

小学生踏上阅读文本的奇妙旅程，精准识别字词堪称

首要任务。词汇量宛如一座知识宝库，储量丰富的学生在

面对文本中的单词时，就像拥有一把把万能钥匙，能迅速

解锁认读关卡，极大程度减少阅读途中的停顿与磕绊。当

学生邂逅熟悉的词汇，大脑这台精密的 “超级计算机” 便

瞬间启动，以闪电般的速度检索并提取该词汇对应的语音、

语义信息，实现丝滑般的认读体验。

在阅读一篇充满童趣的记叙文时，词汇量丰富的学生

能够立刻识别出诸如“奔跑”“欢笑”“热闹”这类常见词汇。

他们能够迅速将这些词汇碎片组合成有意义的语言单元，

确保阅读顺利进行。他们的阅读过程流畅，能够高效地理

解文本。相反，对于词汇量有限的学生而言，阅读之路困

难重重。生字频繁出现，打乱他们的阅读节奏。每遇到一

个生字，他们就不得不停下来费力思考，这严重干扰阅读

的连贯性，极大地阻碍了他们对文本整体内容的初步感知。

科学研究数据为这一现象提供有力证据。在一项针对同一

篇简单记叙文的阅读测试中，词汇量丰富的学生的阅读流

畅度比词汇量有限的学生整整高出 30%。他们的阅读速度

也明显更快，平均每分钟比后者多读 20 到 30 个单词。这

些数据直观地揭示词汇量在提高阅读流畅度方面的关键作

用。充足的词汇量是实现流畅、高效阅读的基础。 

1.2 词汇理解与语义提取

词汇理解在文本解码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堪称核心步骤。每一个词汇都如同信息的微小载体，承载

着特定的语义内容。学生对词汇含义的把握精准度，如同

掌控着一把钥匙，直接决定了他们开启文本深度理解大门

的程度。词汇量丰富的学生，宛如训练有素的导航员，能

够在复杂的语境中精准定位词汇的具体意义。

在文学作品这片广阔天地中，词汇蕴含的内涵与情感

色彩丰富多样。以王安石的诗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 为例，

对于词汇量丰富的学生而言，“绿” 字绝非仅仅局限于表

示颜色这一基本义。他们凭借深厚的词汇积累，能够洞察

到此处 “绿” 字采用了使动用法，将春天到来时，大自然

以神奇之力唤醒万物，让江南大地瞬间充满生机活力的动

态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从而精准捕捉到诗句所

传递的美妙意境与诗人蕴含其中的情感。与之形成强烈反

差的是，词汇量不足的学生在面对同样的诗句时，可能仅

能停留在对 “绿” 字最浅显的颜色认知层面。他们由于缺

乏足够的词汇储备，难以深入探寻诗句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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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领略诗人遣词造句的精妙之处，与诗句所蕴含的丰富

情感和深刻内涵失之交臂【1】。一项针对小学生古诗词理解

能力的深入调查研究数据显示，词汇量丰富的学生对诗句

深层含义的正确解读率高达 70%。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在大

多数情况下，准确挖掘出古诗词中词汇背后的丰富意蕴。

而词汇量匮乏的学生，该比例为 30%。如此鲜明的对比，

清晰直观地展现出词汇量在语义提取方面的显著影响，有

力地证明丰富的词汇量是学生深入理解文本语义、提升阅

读质量的关键要素。

2. 词汇量与语义框架构建

2.1 词汇关联与知识网络拓展

词汇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学生的认知体系中，它们彼此

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紧密联系。小学生在日

复一日、循序渐进的词汇积累进程里，会逐步搭建起一个

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词汇知识网络。丰富的词汇量宛如

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能够助力学生敏锐洞察词汇之间的

语义关联，诸如近义词、反义词、上下位词等关系。以 “水果” 

这一基础概念来说，当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陆续掌

握了 “苹果”“香蕉”“橘子” 等具体水果词汇后，大脑

便会自动进行归纳整理，进而将这些词汇与 “水果” 这一

上位概念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在以 “水果” 为核心的语义

框架里，每个具体水果词汇都有其独特位置，且相互关联。

比如，学生知道 “苹果” 和 “香蕉” 同属 “水果”，但

它们在口感、外形、生长环境等方面又存在差异。

在阅读涉及水果相关内容的文本时，学生能够凭借已

构建的知识网络，迅速对文本中的信息进行整合。倘若文

本描述 “苹果富含维生素 C，口感脆甜”，词汇量丰富且

知识网络完善的学生，不仅能理解苹果这一具体水果的特

性，还能联想到其他水果在维生素含量、口感等方面可能

存在的不同，进而清晰地理解文本中关于水果的描述、分

类以及相关特性，极大地拓展对文本主题的认知广度与深

度。一项针对不同词汇量小学生阅读水果主题文本的实验

精准地验证了这一观点。研究人员选取两组词汇量有明显

差异的小学生，让他们阅读相同的水果主题文本。结果显示，

词汇量丰富组学生对文本中水果特性、分类等知识的理解

准确率比词汇量匮乏组学生高出 25%。这一数据充分说明，

丰富的词汇量为学生构建和拓展知识网络提供了有力支撑，

是学生深化对文本理解、提升阅读能力的关键要素。

2.2 背景知识激活与文本意义建构

大量词汇紧密关联着特定的文化、历史、生活常识等

背景知识领域。当学生投身于文本阅读时，丰富的词汇储

备能够促使他们快速回忆起与之相关的背景知识，为理解

文本内容奠定坚实基础。以阅读一篇介绍传统节日端午节

的文章为例，倘若学生熟知 “龙舟”“粽子”“屈原” 等

词汇，其大脑中存储的关于端午节起源、习俗等背景知识

便会被瞬间调动起来。他们清楚地知晓，端午节包粽子是

为了纪念投江的屈原，人们赛龙舟是模拟抢救屈原的场景
【2】。学生能够将这些背景知识与文本中的描述相互印证，

从端午节的传统美食、民俗活动，到背后蕴含的历史典故，

全方位、深层次地构建起对端午节的理解，精准无误地领

会文本所传递的深厚文化内涵与节日意义。

词汇量受限的学生在面对同样的文本时，由于无法顺

利唤起相关背景知识，往往只能对文本进行浅层次解读。

他们可能仅了解到端午节有吃粽子、赛龙舟这些表面现象，

却难以洞察这些习俗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致使对

文本的理解浮于表面，无法触及深层意义。

在一项针对小学生阅读传统文化主题文本的专门研究

中，研究人员精心选取两组词汇量差异显著的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3】。在对同一篇传统文化主题文本的理解测试里，

词汇量丰富的学生在理解文本深层文化内涵方面的平均得

分，比词汇量匮乏的学生高出 35%。

3. 词汇量与阅读思维发展

3.1 推理能力提升

在阅读理解进程中，推理能力堪称学生解锁文本隐含

信息的关键工具，丰富的词汇量则为学生提供充足且多样

的推理线索。当学生在阅读时遇到文本中未直白表述的信

息，他们能够凭借积累的词汇知识以及所处的上下文语境，

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测。以阅读一篇悬疑故事为具体实例，

文中这般描述：“他神色慌张，不停地擦拭着额头的汗水，

眼睛不时看向门口”。词汇量丰富的学生，对于 “神色慌

张” 一词，深知其代表人物内心的慌乱；“擦拭汗水” 这

一动作，结合生活常识，可推断出人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甚至可能因紧张而体温上升出汗；“眼睛不时看向门口” 

则表明人物对门口的情况极为关注，有着强烈的防备心理。

综合这些词汇所传递的信息，学生便能合理推理出故事中

的人物大概率正处于紧张、不安且有所防备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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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词汇量不足的学生面对同样

的描述时，可能仅能模糊感知人物似乎有些异样，但难以

捕捉到这些细微的词汇线索。他们无法精准理解 “神色慌

张” 背后深层次的情绪，也不明白 “擦拭汗水” 与紧张状

态之间的关联，更难以领会 “看向门口” 所蕴含的防备之

意。由于缺乏足够的词汇支撑，他们无法展开有效的推理，

这就导致在理解故事整体情节时出现偏差，难以跟上故事

的节奏，最终影响对整个故事的理解。一项针对小学生阅

读悬疑故事推理能力的测试清晰地呈现出这一差距【4】。研

究人员挑选了两组词汇量有着显著差异的小学生参与测试，

让他们阅读相同的悬疑故事。结果显示，词汇量丰富组学

生在推理情节发展等隐含信息方面的正确率比词汇量匮乏

组学生高出 30%。这一数据有力地突出词汇量对推理能力

提升的关键作用，充分表明丰富的词汇量是学生提升推理

能力、深入理解文本隐含意义的重要基石。

3.2 批判性思维培养

批判性思维要求学生对文本内容展开深入的分析、客

观的评价与理性的判断。较大的词汇量使学生能够更为准

确地理解文本中的观点、论据以及论证逻辑，从而拥有对

文本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阅读一篇观点类文章时，

学生凭借丰富的词汇知识，能够清晰地辨别作者的立场、

观点表述所用的词汇及其背后的意图。对于一篇倡导小学

生减少使用电子设备时间的文章，学生通过对文中 “过度

沉迷”“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 等词汇的理解，能够

深入分析作者观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积极思考不同观点

存在的可能性，逐步培养自身的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盲目

地接受文本观点。词汇量的局限则可能致使学生对文本观

点的理解模糊不清，难以展开有深度的批判性思考。在对

小学生阅读观点类文本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研究中发现，词

汇量丰富的学生在分析文本观点合理性等方面的得分比词

汇量匮乏的学生高出 40%，彰显词汇量在批判性思维培养

方面的重要意义。

3.3 创造性思维激发

阅读过程中，学生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词汇表达，这些

词汇如同创意的火种，能够点燃学生联想与想象的火花。

当阅读一篇富有想象力的童话作品时，文中奇特的词汇组

合与生动的描写，诸如 “会飞的房子”“闪闪发光的魔法

棒” 等，能够促使词汇量丰富的学生在脑海中构建出奇幻

绚丽的画面，进而激发他们对故事后续发展的创造性想象，

甚至有可能萌生出自己创作类似故事的想法。词汇量的积

累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素材与灵感源

泉，有力地推动学生在阅读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

培养创新意识与能力【5】。相关研究表明，词汇量丰富的小

学生在阅读童话后进行创意续写的情节丰富度与独特性方

面，比词汇量匮乏的学生高出 50%，充分体现词汇量对创

造性思维激发的显著效果。

结语

词汇量在小学语文阅读理解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多重

角色。从文本解码、语义框架构建直至阅读思维发展，词

汇量自始至终贯穿于小学生阅读理解的整个过程。它是学

生准确认读与深入理解文本的根基，是助力学生拓展知识

网络、提升思维能力的核心要素。在小学语文教学实践活

动中，教师务必高度重视学生词汇量的积累与培养工作。

教师可以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诸如拓展阅读活动、

设计趣味词汇游戏等，积极引导学生持续丰富自身的词汇

储备，为切实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筑牢坚实基础，进

而全方位促进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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