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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现状来看，教师单方对基础知识的传

授依然在教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对表层知识方面的学习过于重

视，而对于深层意义的建构上则较为忽视，阅读教学中浅层化

教学依然普遍，而造成学生仅仅掌握了部分记忆性言语知识碎

片，而并未真正很好的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思维方式与语文

能力，这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和可持续发展都是十分不利

的。语文教学，要以促进学生基本素质的全面提升作为价值定

位和追求，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潜能的开发。因此，

语文阅读教学要想真正的起到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要基

于语文学科的特点，在阅读课堂教学中渗透深度教学的理念，

使课堂教学真正的落到实处，使深度教学落地。

1  适时基于知识和生活实践开展深度转化融合

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作为教师来说，要把握住合适

的时机开展深度教学。教师要在课堂中学生的表现及时观察的基

础上，结合课堂中学生的学习动态和实际状况，准确的抓住时

机，依据教学目标对教学策略进行适时的调整。

知识和生活不可分离，知识源自生活，与生活实际联系密

切的知识更容易让学生所接受和理解。针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

所存在的知识传授与生活实际相割裂的问题，语文阅读教学深度

学习可以采取基于知识和生活实践相转化的融合策略。在小学语

文阅读当中，很多内容都是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或生活现象紧密贴

近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通过对生活现象进行

借用、对生活的资料加以补充；做到生活情境和课文情境的交流、

情感反差的设置等，不但能够极大的拓宽学生们的视野，还可以

增加知识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实现语文知识和生活实践的融合转

化，促进阅读教学质量的提高。

2  适度基于知行结合实现迁移运用

基于深度学习策略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不但要重视

学习策略运用的梯度与深度，还应该关注所运用策略的频率。假

如语文教师未基于学生现有的思维水平与知识结构，而过度的挖

掘课文内容，就可能造成学生的思维无法与教学同步，不但无法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降低其阅读学

习的自信；假如教学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对课文内容的解读不够深

入，就会让学生觉得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掌握所学知识，而无法激

发其深入学习的兴趣；假如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过度的采取深度学

习策略，就会导致教学缺少重点而显得过于琐碎。所以，在深度

学习策略运用时要遵循适度的原则，不仅要对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加以考虑，确保学习内容难度适宜，同时重视应用的频率，做到

与教学目标相符。

知识学习的终极目标是对其进行运用，从而更好的发展和提

升自我。但就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现状来说，依然存在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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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运用相分离的问题，所以，阅读教学深度学习要重视迁移

运用策略的应用。即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单单要对学生获

取的知识的量加以关注，还应该重视学生知识获取的效果。通过

元认知的利用，让学生实现知识迁移；生活的拓展，对学生的情

操进行陶冶。

3  有目的地基于智慧提升唤醒感性智慧

深度学习策略的运用是要为教学服务的，所以在语文阅读教

学过程中，要紧密结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有目的性和针对

性的开展深度教学策略，否则不但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可

能起到反作用，降低教学的质量和学生学习的效果。针对目前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生活和智慧相分离的问题，作为语文教

师来说，可以在对学生的情感进行激发的基础上，引起学生的

情感共鸣，进而使其感性智慧得以唤醒，而运用转识成智策

略，重视对学生理性智慧的培养。具有丰富的情感性是语文课

程的显著特征，情感不但蕴含在语文课本中的每篇文章当中，

也隐含在课堂师生间的互动活动当中。教材中的每篇文章都是作

者情感的体现，是作者和读者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所以，要想

在阅读教学中运用深度学习策略，作为教师来说就要重视对学生

情感的激发，让阅读激发师生和教学内容间的情感共鸣，使课

堂在这种共鸣的情感氛围中走向高潮，让学生在其中受到情感的

熏陶，唤醒感性智慧。以《桂花雨》为例，在对此文章进行学习

的过程中，通过教师对学生进行的指导和训练，就会让文章中的

文字转变成了可以让学生想象的画面以及情感体验，使学生产生

一种角色的代入感，将真情实感全身心的投入到朗读当中，在摇

桂花的快乐中沉浸，和作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进而对其感性智

慧不断的丰富，更深的感悟文中的语言和文字。

4  结语

总之，基于深度学习视角的阅读教学的开展，能够摆脱教

学形式化的负面影响，真正激发学生阅读学习的积极性，因此作

为语文教师来说，在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深刻的认识到

深度学习的价值，相应的采取策略促进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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