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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农村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黄　娥

南圣中心学校，中国·海南  五指山  572200

【摘　要】近年来，由于课程新规范的不断修订，小学语文于阅读教学逐渐得到重视。由于传统教育理念的局限性，

大多数教师并不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和理解能力，这种教学理念是行不通的，阅读教学是体现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

成部分。语文素养在提高学生的理解力和创造力水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相关教师应转变传统的语文教学理念，文

章主要分析了新课标下农村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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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小学的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理念较为落后

在新课程改革全面推进的当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对

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应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引导学生开展阅读活动，激发阅读兴

趣。然而，在农村教学实践中，多数教师尚未完全领悟现

代化教学理念，依旧沿用陈旧教学方法，致使课堂教学陷

入被动，学生学习动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学生思维能力的

发展。例如，部分农村教师习惯以单向灌输的方式授课，

缺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难以主

动思考与探索。

1.2　阅读兴趣低，阅读量存在问题

在农村小学，教学资源相对匮乏，加之考试的限制，语

文阅读教学常被教师忽视。教师多采用机械的知识传授方

式，学生的阅读学习仍停留在传统的识字教学模式，进步

缓慢，导致语文阅读教学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此外，学生自主阅读能力欠佳。在阅读教学中，课堂阅

读时学生过度依赖辅助教材，课外阅读则需在老师协助下

才能完成，阅读仅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理解文本，严重

阻碍了独立阅读能力的提升。农村孩子由于家庭经济条件

有限，父母忙于农活，无暇顾及孩子学习，对孩子阅读学

习不够重视，也无力购买课外书籍，致使学生阅读量严重

不足。据调查，多数农村学生每月课外阅读量不足一本，

与城市学生相比差距明显。

1.3　教育模式的限制

受传统及偏远地区小学教学模式影响，农村小学语文

教学过于侧重知识基础教学，教学过程单一，学生难以真

正掌握知识。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关注不足，对重点知识

缺乏重复讲解与强化。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农村小学

对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极为不利，尤其在读写教学方

面，陈旧的教学观念若不改变，将严重影响学生阅读能力

的培养。

2　新课标背景下农村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2.1　做好课程准备工作，详细规划教学内容

在农村地区，由于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相对有限，教师

更需严格要求自己，避免教学的随意性，积极且充分地做

好课堂准备工作。教师应精心制订具有多样性且富有趣味

性的教学方法方案，确保能够及时、准确地解答学生的疑

问。如此一来，不仅可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还

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毕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只有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才能真正激发他们

对阅读的兴趣。

教师要紧密结合农村学生在课堂上阅读和学习的实际

现状，制定极具针对性的教学计划。例如，考虑到农村孩

子接触的文化资源相对较少，若有同学喜欢背诵且能形成

良好的记忆，老师可充分利用学校图书室的资源，收集一

些经典的诗词、散文等资料供学生背诵；要是学生爱读故

事，老师除了准备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还可以结合农村的

实际生活，如讲述村里先辈勤劳致富的故事，帮助学生进

行阅读，同时引导他们理解文中的重点知识。此外，老师

还可鼓励学生从学校阅览室借阅相关书籍，以满足他们的

阅读需求。

2.2　尊重学生的个性思维，保证教学方法多样化

作为学生未来成长领路人，教师可以提出疑问，鼓励学

生采取积极的态度，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认识到语文学习

的乐趣和阅读的动力。尊重学生的个性思维，保证教学方

法多样化，由于农村学生的生活环境和经历较为独特，他

们往往会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当学生提出与其他同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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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时，教师切不可用质疑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应充分

尊重学生的自尊心，认真对待学生的每一个想法，这样才

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还能加深他们对问题本身的认识，记

住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下次遇到同样或类似的问题，忘

记解决方案。转变传统阅读教学方法，使传统语文阅读教

学真正具有创新性和改进性。

2.3　情境教学，丰富教学方法

新课程标准改革的新理念是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因此，在小学语文阅读过程不能过于僵化，

必须结合实际，保证文章内容有趣性，引导学生提前准备

课文科目，充分调动学生兴趣，培养自己对阅读的热爱。

例如，在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学

习中，通过了解课文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与英雄事迹，学生

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五壮士在战斗中临危不惧、英勇阻击，

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他们宁

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

的崇高精神。

2.4　丰富课外阅读，增加课外阅读量

对于农村学生而言，提高阅读技能不仅依赖于课堂阅读

的积累，更需要课外阅读的有力延伸。由于农村学生家庭

经济条件有限，父母往往无力为孩子购买大量课外书籍，

这就要求教师积极想办法拓展阅读形式，除了传统的书

籍阅读，还应包括网站搜索、电子阅读等。教师可充分利

用学校的网络资源，引导学生正确上网搜索有益的阅读资

料，同时鼓励学生利用电子阅读设备进行阅读。教师还需

根据农村学生的实际情况，推荐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籍。例

如，结合农村孩子对大自然的熟悉，推荐一些描写乡村自

然风光、动植物的科普读物，既能引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又能增长知识。例如，在教授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只

有一个地球》时，教师可预先收集有关地球生态环境、资

源现状及环保举措等多方面资料，以助力学生拓宽对课文

相关知识的认知，加深其对保护地球重要性的理解，使学

生能从更广阔的视角领会课文主旨，强化阅读效果。

2.5　课前做实质性预习，提出问题

语文学习的基础在于全面理解文章内容。鉴于农村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老师要更加注重引导学生

进行课前预习。老师可以让学生在上课前仔细阅读课中的

内容，思考文章讲述了什么，并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记

录下来，最后交给老师。在课堂上，老师针对学生不能理

解的问题进行解答，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加深对问题的

理解，同时也能促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促进学生对语文

知识的更深入理解和感知。

老师要教导学生多种提前预习方法，考虑到农村网络

覆盖可能有限，除了在网上查找资料，还可以鼓励学生充

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资源，去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了解

课文的创作背景、作者的生平经历等，明确作者写这篇文

章的心情和目的，通过换位思考，深入思考作者心中的想

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

主动学习，懂得如何学习，养成课前预习功课、课后复习

功课的良好习惯。比如，在预习描写农村生活的课文时，

学生可以对比自己的生活与课文中的描述，提出自己的疑

问，在课堂上与老师和同学共同探讨。

2.6　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激发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

良好的阅读环境对于农村学生提高学习效率至关重要，

它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中的感情与情趣，从而达成

阅读目的。首先，老师要充分考虑农村学生课余时间可能

需要帮忙干农活等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时间，给学生提供

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语文阅读。例如，教师可以每月组

织读书活动，引导学生利用碎片化的课余时间，如农忙间

隙的休息时间，形成爱阅读的好习惯。在活动中，充分鼓

励学生分享他们认为重要或有吸引力的书籍，与同学之间

进行共享交流，营造有利的课堂阅读环境。其次，老师可

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例如，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

《故宫博物院》为例，教师可提出诸如“故宫中最具代表

性的建筑有哪些，它们独特在哪里”这类问题，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与竞争意识，促使他们积极回应。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农村地区，大多数教学条件都是非常恶

劣的，教学条件、环境、设备设施明显不足，面对以此

种情况，教师应转变传统教学观念，针对学生心理发展特

点，合理布置教学任务，不断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更深

入解决学生不明确的问题，从而为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提

供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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