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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自文字诞生以来，人们便开始了阅读，阅读就像是衣食住

行一样，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作为小学语文教
师，应该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随着新课程改的实施，当
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也催生出了许多
的问题。有的教师顺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积极开展多样化的
教学活动来提升语文阅读教学质量，但是由于其教学理念出现了
偏差，导致其盲目开展教学活动，课堂节奏混乱，教学质量反
而下降，得不偿失。小学生注意力本就难以集中，教师需要结
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提升小学生的
阅读能力。

1　激发兴趣，让学生喜爱阅读
语文是所有学科学习的基础，是培养学生理解能力的重要学

科，无论是数学、英语、科学还是其他学科，都需要以阅读
作为基础开展教学。例如学生在解答数学题的过程中，就需要
进行审题，寻找其中的数量关系；英语的阅读理解也需要对其
进行中文翻译。因此，知识的学习离不开阅读，如果学生的阅
读能力不强，那么即使学生拥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也
会因为苦于理解能力不强“望书兴叹”。

此外，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使他能
够更好地投入课堂，这为整堂课起了良好地开端。学生有了阅读兴
趣才能从内心深处对课外阅读产生兴趣，让她们愉悦地进行课外阅
读，快乐地接受语文知识。例如在教学中，可以通过阅读情境创设
增强小学生的阅读体验，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多媒体方式，教师可
以利用画面、声音、接触等多种感官刺激来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通过课前准备和阅读教学过程中图片资料的运用，教师可以直观地
向学生展示教学文本的背景和其他相关信息，从而调动学生的思维
能力，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采用这种情境创设策略，还原度高，
立体感强，对学生非常直观，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教师只需做适当的引导，学生就能有效地理解和掌握文章的主
题。在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中，让学生以多种感官参与课堂，兴趣和
情绪往往占据主导因素，作为人文学科，语文阅读能够发掘和培养
人的审美情趣与内在情感的。适当开展语文拓展阅读能够有效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展学生的阅读空间。作为课内阅读的延伸和补
充，课外阅读能够弥补教师在课堂阅读教学中的不足，拓展学生的
视野，让学生能够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有一定的了
解。而且，课外阅读还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例如《鲁滨逊
漂流记》就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并培养学生不畏困境的
精神和敢于直面困难的勇气。

2　指导学生做好读书笔记，让学生深刻理解阅读
国家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要注意语言的积累，

感悟和动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给小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
础。”而读书笔记这一应用文体，正是落实课标这一要求的具体体
现，写读书笔记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读书笔记成了创造的激发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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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一般分为摘录、提纲、批注、心得几种，格式及写法并不困
难，小学生在写心得体会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水平能力去
分析论点论据，因此可以引导他们记录下自己的思想感受，读了
一篇文章之后有什么感悟，自己对生活和成长的认识更进一步。
而读书笔记属日用文类，应即学即用。根据不同年级，提出不同
要求。读书笔记并非是简单的摘抄或者背诵，而是需要进行仔细
的选择，教师需要引导小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做笔记
习惯。教师可以开展批注式阅读教学，让学生针对阅读材料进行
科学合理的批注，首先是批注的方法，例如重点句子用波浪线划
出、重点词语用三角号标出、重点段落用星号标记、喜欢的词语
或句子用心形图案标记、问好代表自己产生了疑问等等。学生在
批注之后可以寻找教师进行讨论和研究，并在教师的帮助下完成
读书笔记。学生需要在阅读之后写下自己对文章的感悟和理解，
养成不懂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

3 　指导学生进行仿句、仿段、仿篇的练习。让学生学
会运用

阅读的目的不仅在于要理解其中的精神所在，还要学会通过
阅读将他人的好的文笔化为自己的能力，提高小学语文的写作能
力。模仿首先要学会阅读课文，能够找到所要模仿的文章的优
点。不能仅仅读到表面，东施效颦。要模仿好别人的文章，学
生们应该要找到可以学习到的好的文章的优点。读了一篇好文章，
要知道好在哪，从中在哪的收获最大，哪一点值得自己去模仿。小
学生往往缺乏这个方面的判断力，这时候就需要教师进行指导。
比如在进行介绍竹子的文章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设备的辅助，
播放一些有关竹子的视频或者图片，并引导学生利用文章内容旁
边的空白处，结合之前观看竹子图片视频时的感悟，仿写文章优
秀句子。把作文和学语文课文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积极地模
仿好的文章。再比如进行《全神贯注》这篇课文的讲解时，教师
还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课文对罗丹这位艺术大师神态、动作、语言、
形象的描写，进行仿写。对象可以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
情，可以是教师备课时的神态，也可以是同桌学习时的神态，通
过锻炼学生的仿写能力，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使学生对文
章内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4　结语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和爱好是获取知识的动力"。阅读对

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长期且持久的行为，这个能力将陪伴他们终身。
而小学作为孩子的启蒙教育的起点，更应该积极培养孩子们的阅
读兴趣，使他们从小学会阅读，喜欢阅读。

参考文献：
[1]段学力.浅谈小学语文高效课堂上的阅读能力的培养[J].

考试周刊,2016,000(033):39.
[2]何惠萍.立足小学课本资源进行仿写训练[J].小学生作文

辅导,2017.
作者简介：
毕夏楠（1980.02-），女，汉族，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本

科，二级教师，教师，研究方向：小学阅读能力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