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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个性化文本细读及策略分析
孔文娟

（曲阜市实验小学 山东曲阜 273100）

【摘 要】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不同学习阶段都具有重要意义，文本阅读的质量与水平对提高语文教学成效，
对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教师逐渐意识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本文重
点探讨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个性化文本细读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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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个性化细读

2.1 注重以语言为解读切入点
语文中涉及大量的文本阅读，在语文教学中，要注

重帮助学生掌握课文中蕴含的主旨思想、精神内涵，对

文本的解读其实就是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文学作品，读懂

文本语言，与作者对话，引发与作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做到对文本丰富、深刻而又充满个性化的解读。引导学

生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其中，用自己的内心

去感受作品中的伟大灵魂，真正掌握文学作品所传达的

经验、情感与价值观念，进而能够凸显文本的审美价

值。由此可见，有针对性的进行文本细读，必须要以语

言文字为切入点。通常来说，文学作品的作者不会在重

难点给出任何标记，因此，教师要引导和鼓励学生静下

心，细品字、词、句在整篇文章中的作用和意义，并基

于此来总结整篇文章的主旨大意。总的来说，要想做到

个性化细读教学，就是要加强对文章中字词句、段落的

学习与训练，从而在掌握字词句、段落意思的基础上把

握整篇文章的主题、作者思想情感以及传达给读者的精

神价值。

2.2 深挖作者写作背景
从大量的小学语文教学实践来看，虽然有少数课文

的教学即使忽略作者写作时代背景，也不影响教学质量。

但是，绝大多数语文课文的教学，需要深挖作者的写作

背景，研究文章所处的时代，进而与课文具体内容联系

在一起，如此有利于深入把握课文内涵与精髓，引发强

烈的情感共鸣。如，《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有个片段

如此描述：“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

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硼酸水给

他洗干净。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大部分语文

教师在讲解该段落时，都是让学生重点画出其中的动词，

并介绍其作用，就算讲解结束。新形势下，课堂教学应

凸显学生教学主体地位，引导学生细读、深读，教师可

设计相关问题：“作者的伯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拉车的

又是什么人呢？同学们从这一段落中能联想到当时的社

会现状吗？你们觉得鲁迅在当时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地

位呢？”学生根据这一段落发散出来的问题，去深入分

析文章内容、社会背景，“蹲着”“半跪着”等词语都反

阅读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重难点所在，传统教学

中，语文教师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以理论讲解为主，没

有意识到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的意义和重要性，特别

是小学教师，认为学生年龄小、尚不能独自完成阅读任

务，多以讲解为主，限制了学生阅读的兴趣与热情。当

下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应高度重视文本细读问题。

1  调动学生文本阅读积极性

通常来说，智力工作多依赖于工作人员浓厚的兴趣，

而小学语文作为一门语言类学科，对学生的长远发展存

在较大的影响，语文课程中涉及大量的阅读素材。新课

程标准下，要想让学生保持语文学习动力，就必须让学

生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学会主动阅读，并且掌握文本

细读技巧，如此才能深层次理解文本的内涵与主旨。由

此可见，充分调动学生自主阅读积极性至关重要。然

而，语文课文以文字为载体，篇幅较长，如果教师一味

输出，缺少互动，学生极易分神，久而久之会抵触语文

阅读。但小学生人生阅历浅、学龄短，缺乏良好的认知

水平，以形象思维为主，基于此，教师可积极利用多媒

体技术中的视频、音频、动画等载体将语文知识具体化、

形象化，优化教学氛围，让学生拥有良好、轻松的阅读

体验，有利于集中学生课堂注意力，使其对语文阅读产

生浓厚的兴趣，进而能够主动、全身心地去细细品读 
文本。

作为语文教师，应深入研究新课标要求，转变教学

观念，发挥学生教学主体作用，进而充分发挥学生主观

能动性，为学生创造更多畅所欲言、发表观点的机会与

平台。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下，教师认为学生年龄小，知

识储备不足，多代替学生来阅读、分析，且采用背景介

绍、段落分析、概括中心思想的固定模式，学生产生思

维定式，难以发散思维，进而严重影响阅读教学质量与

水平。基于此，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理念，深入掌握学

生群体个性特征、兴趣爱好，了解学生语文学习基础和

能力，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文本阅读模式，让学生直

接和语文文本对话，按照自己的需求、喜好去大声诵读、

默读和细读，身临其境，产生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

在个性化文本细读中掌握文本主旨大意，并进行有效的

拓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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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当时社会，拉车的属于底层民众，没有社会地位可

言，而鲁迅、父亲周建人都是当时文学、生物学领域具

有影响力的人物，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坐在车上的

人。当下的小学生生活在物质条件优渥的现代社会，很

难想象当时的社会环境，教师可带领学生深挖当时的写

作背景，很容易就能与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的形象对应上。

2.3 加强与原文的对照
众所周知，文本与课文存在较大的区别，课文是为

了满足教学的需求、适应教书育人的目的，从经典名著

中删减一些重要的文本段落放入语文教材中，侧重于突

出其教学价值，而文本则更突出原生价值。新课程标准

下，语文教师要想在教学上实现精益求精，那么对语文

课本中文本的解读就应该更加全面、精细，突出“原生

价值”，进而能够先奠定文本的主要基调，在引导学生全

面掌握教学内容的同时，把握文章主旨思想以及作者传

达的精神内涵。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教师应先搜集

市场上比较好的译文，进行对比，注重让学生领悟当时

恶劣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带给小女孩的并不是苦难，

而是精神财富，是转化为奋斗行为的直接动力，并联系

生活实际，让学生将文中环境与当下的幸福生活做对比，

让学生意识到身处和平年代、物质条件丰富的年代，没

有理由不努力。

2.4 全方位解读
新课程标准下，语文教师要意识到教书和育人同等

重要，在传授语文知识和技能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语

文学科核心素养。作为教师，要做到对文本的全方位、

深层次解读。这里所说的全方位解读，具体来说，就是

要注重从文本体裁、从作者的语言风格、从精神、从主

题、从人文内涵等诸多不同层面进行解读。《草船借箭》

是小学语文中具有典型性的课文之一，可从以下几点进

行全方位解读。首先，教师在带领学生阅读的过程中不

难发现，第二段都在着重突出周瑜和诸葛亮的对话，但

没有任何描写他们面部表情、心情的提示语，但作为教

师，从两人的对话中，很快就能读出周瑜的居心不良，

而学生因为人生经验尚浅无法理解。基于此，教师可引

导学生在这些对话前面加一些提示语，如，窃喜、欣喜

若狂等，旨在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感受周瑜的心理变化。

但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作时不自己添加提示语呢？如果

加了不是更方便读者理解吗？因此，教师要带领学生深

层次解读，帮助学生解开疑惑。教师在带领学生解读的

过程中，先给出一段对话，让学生为周瑜增加提示语，

大部分学生都能加正确的提示语，然后向学生提出上述

困惑，为什么作者不自己加？学生也充满了好奇心，但

从教材中给出的文本中是无法解释这一问题的。那么，

教师可联系《三国演义》这本书的全部，联想不同人物

的不同性格，很快就能得出答案：“《三国演义》涉及大

量的政治斗争，周瑜、刘备、诸葛亮等都属于政治人物，

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必须隐藏自己的心思不被对手猜出，

只有这样对手才有可能上当，进而获得最终的胜利。所

以，我们现在很能理解作者为什么会不描述周瑜与诸葛

亮在对话中双方的不同心思，如此才能引得诸葛亮成功

上当。”经过如此一番分析、细读，学生很快就掌握其中

的奥秘，明白了作者不增加心理、表情提示语的益处，

这又侧面突出政治人物内心复杂、手段极多，进而能够

更好地掌握文本主旨大意，引发学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其次，在讲解《草船借箭》这篇课文时，教师可问学生

鲁肃是谁？学生很快答出是周瑜最得力的下属，教师再

设置问题：周瑜让鲁肃去找诸葛亮的目的是什么？学生

很快能说出为了打探消息。那么，诸葛亮在知道周瑜心

怀不轨的情况下，怎么还愿意接见鲁肃，并派给他核心

机密任务呢？鲁肃在草船借箭中为什么不帮助周瑜而帮

助诸葛亮呢？学生被这两个问题困住难以回答。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教师可引发学生深入思考，让学生意识到

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光靠分析这篇课文是得不到答案

的。基于此，教师可进行必要的拓展延伸，向学生介绍

在周瑜陷害诸葛亮时，很多次都是鲁肃帮诸葛亮解了围，

要想知道鲁肃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上司去救上司的敌人，

就可以课下阅读《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学生带着问

题、带着好奇心，会认真地去阅读、去分析文本，很快

得出课堂上问题的答案，是因为鲁肃的政治主张、军事

策略与诸葛亮一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因为顾全大

局、共同抗击曹操这一敌人。如此有利于大大提高语文

教学质量与水平。

3  结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小学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教

学观念，重视阅读教学的重要性，并创新教学思路、优

化教学方法，注重引导学生对语文阅读学习树立正确的

认知，进而培养学生良好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全身

心投入学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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