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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维能力培养的小学低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优化
策略研究

李　静

（杭州市星洲第二小学，浙江 杭州 310030）

摘要：阅读的最终目的是养成良好的思维能力，阅读思维将伴随学生的各个阅读环节。低年级学生处在黄金启蒙阶段，教师在开展识字、

阅读教学活动的同时，应根据学生认知规律、学习特点，大力培养其阅读思维能力。通过重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能够教会学生

如何理解文字、准确表达语言，使其形成较强的语文学习能力。基于此，本文以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思维能力培养对语文阅读

教学的积极意义，结合小学低年级语文阅读教学现状，探讨阅读教学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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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与语言存在密切的关系。而语文教学需要教师开展听说

读写活动，使其学会使用、表达语言。在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

占据着重要地位，需要学生进行脉络梳理、结构划分、句式分析、

词语理解，这些部分对应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类型，与学生思维

能力发展存在关联性。与中、高年级段相比，低年级学生的认知

特点、学习方式存在特殊性，他们对世界缺乏清晰的认识，追求

新鲜、新奇的事物，更喜欢有趣的学习方式。对此，教师不仅要

注重语言建构、运用，还应将思维能力培养放在重要地位，制定

趣味化的教学方案。但是，在传统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会直接

介绍阅读方法和技巧，在实际阅读环节，学生很难弄清、弄懂，

难以深度阅读和理解内容。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教师可采用多

元化教学方法，激发其阅读兴趣，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

象思维能力、创造思维能力。  

一、思维能力培养对小学低年级语文阅读教学的积极意义

（一）强化学生独立阅读能力

在小学低学段，阅读教学和识字教学各占据半壁江山。要提

升学生阅读思维能力，教师需要重视阅读教学的作用。阅读能力

包含鉴赏能力、解读能力、认读能力，认读能力是学生阅读能力

养成的重要前提，而认读能力需要学生认识大量汉字。通常情况下，

认读能力包含认读速度、识字量、文字感知能力、文字辨识能力

等。通过大力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教师能够根据阅读中的汉字内

容，采用比较、综合运用分析的思维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激活其阅读思维。如此，学生能够运用好阅读文本，更快地提升

自身认读能力、思维能力，逐步养成独立阅读的思维方式。

（二）锻炼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当前，儿童学习日趋正规化、系统化。在语文课程中，口语

交际是学习知识、运用知识不可或缺的环节，要求学生掌握说话、

听话的能力。在口语交际过程中，对话者需要运用归纳、推理、综合、

判断、分析、概括等思维能力，这些能力决定了学生能否形成清

晰的语言表达思路、流畅地表达语言。通过运用不同文体的文本，

教师能够培养学生各方面的思维能力；借助散文、诗歌类文本，

教师可培养学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增强其语言感知能力，让学

生的语言表达更具感染力和生动性；借助说明文，教师可培养学

生缜密、理性思维，使其表达的语言更具简洁性、语言组织更具

条理性、语言内容更具逻辑性。

（三）培养学生的写话能力

写话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话能力影响着学生

的阅读能力、思维能力。要提高写话能力，学生不仅需要注重生

活实践、积累阅读经验，还需要调动多方面的思维。为了写出一

篇优秀的文章、一段好的句子，学生需要通过采集信息、观察周

边的事物，结合个人想象，运用文字描述客观事物。通过大力培

养学生思维能力，教师能够教会学生如何观察生活、如何观察事物、

如何运用各种写话技能，为其写作提供思路，从而锻炼学生写话

能力。

二、小学语文低年级阅读教学现状

（一）阅读教学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受限于年龄、心理特点，低年级小学生往往缺乏较强的自我

约束能力，会不自觉地转移视线，无法长期集中注意力，容易在

阅读文章时遇到各方面的困难，出现不理解句子和文章、问题回

答不正确现象。部分教师将诗词教学视为重点，对阅读教学的重

视程度不足。同时，在教学时间过去一半后，诸多学生的学习注

意力逐渐下降，容易遗漏阅读技巧或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对于

自身的问题，学生很难凭借个人力量，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长

此以往，不仅容易丧失阅读兴趣，还会降低对阅读教学的期待。

（二）阅读课堂的师生互动不足

在低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需要将一定时间用于课堂管

理。为在有限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教师会直接塑造“一言堂”

的氛围，较少为学生提供互动的时间，直接影响了学生提出问题、

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在讲解课文时，教师更多地采用传授方式，

要求学生聆听、记录理解性的内容，并在课下背诵和消化，影响

其自主学习意识、阅读能力，限定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在这样的

课堂中，学生很难及时解决一些阅读问题，自主阅读效率不高，

不利于发展思维能力。

（三）学生独立阅读习惯有待养成

在教学活动中，诸多教师会按照教学大纲进行备课，认为低

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不强，只要求其熟记基本学习内容，将此视

为课堂教学任务。实际上，阅读习惯、阅读能力、思维能力培养

都应从低年级开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学生无法解决课外

阅读问题的现象。同时，部分教师更看重学生的识字、写字能力，

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将更多时间用于教授写字技巧、讲解课本，

未能充分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在进入学校前，大多学生缺乏独

立阅读的经验或习惯，在实际阅读过程中，很难主动阅读，尽管

会配合教师完成任务，但往往是“一扫而过”，不能认真阅读，

也难以主动理解文章内容。

三、聚焦思维能力，构建“方法多元，趣味无穷”的教学模

式

（一）把控节奏、导入情境：有效培养学生思维模式

在小学阶段，如何掌控整个课堂，塑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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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开展有效教学活动的重要问题。由于低年级学生思维活跃、

好奇心强，容易打断语文教学节奏，进而影响语文教学进度。要

想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锻炼其思维能力，教师应在开展阅

读教学活动时，塑造良好的思维环境，让学生有序参与阅读活动，

融入阅读情境中。例如，在讲解《田家四季歌》这篇课文时，教

师可合理地向学生提问，导入问题情境，如农民伯伯种地需要分

多少个季节呢？春天播种季节过去了，哪个季节会到来呢？四季

会出现哪些经典景物呢？利用这些问题，教师能够激发学生阅读

热情，启发学生阅读思维，使其积极阅读、主动思考，并回答问题。

接下来，教师可导入比赛情境，让学生们选取喜爱的部分，带着

感情去朗读和表演。以“夏天蝉儿叫”为例，教师可让学生尝试

模仿或聆听蝉的叫声，带给其身临其境的体验，刺激学生阅读情感，

使其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塑造思维启迪环境，培养学生的思维模式。

（二）技术显威，放映动画：有效激发主动阅读思维

主动思维强调思维活动的自主性。在阅读活动中，要想调动

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使其自觉地阅读、主动汲取知识，教师不仅

要引导学生联想各种情境，还应运用好现代教育技术，以动画、

图片的方式，激发学生主动阅读思维。拥有主动阅读思维的学生，

不仅对语文阅读抱有强烈的好奇心，还能主动参与语文学习和阅

读活动。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围绕低年级学生学习特点，

选取画面鲜艳、色彩丰富的内容，发挥多媒体技术优势，放映与

课文内容对应的动画形象，有效调动学生主动思维意识。例如，

在讲解《日月潭》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不再直接领读课文，通过

运用多媒体技术、微视频，导入几张风景秀丽的图片，让学生们

一边观看，一边想象相关的画面图像，简单叙述内容。如此，既

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课文内容的热情，又能锻炼其主动阅读课文的

能力，推进课外阅读任务。在展示多媒体动画后，教师可让大家

打开教材，根据前期铺垫阅读课文，迅速阅读课外。然后，教师

可让学生们根据课文内容，简要复述“传说”故事情节，使其能

够自主阅读和总结故事内容提供。在故事情节的复述环节，教师

可对照自然段内容，导入动画图片，营造轻松的阅读氛围，并让

学生根据图片说话。如此，既能够满足学生探索欲，又能锻炼其

主动阅读思维，提高语文教学效果。

（三）串联问题、头脑风暴：有效锻炼想象思维能力

在开展阅读教学活动时，教师应建立问题串，将多个关联性

的问题呈现给学生，发散学生的思维，锻炼其想象思维能力。通

过合理地抛出问题，教师能够逐步加快语文教学进程，引导学生

们在限定时间内进行头脑风暴，提升他们的阅读思维能力。例如，

在讲解《小壁虎借尾巴》这一节课时，为锻炼学生的学习思维、

想象思维能力，教师可先从生字、生词入手，再组织学生了解课

文内容、主要故事情节，引发学生的思考和想象。在具体的课堂

活动中，首先，教师可抛出问题：“大家知道什么是小壁虎吗？”

根据这一问题，学生们迅速联想日常生活场景，表示在野外公园、

凉亭的屋顶上看到过。然后，接着问道，“壁虎本身就有尾巴，

它为什么要去借尾巴呢？”根据题目，学生们也十分好奇，纷纷

认为小壁虎把尾巴丢了。在充分组织学生交流答案的基础上，教

师继续问道，“小壁虎会向谁去借尾巴呢？”此问题需要学生从

全文角度出发，分析和梳理全部故事情节，能够锻炼其逻辑思维、

学习思维和想象思维能力。对于这一问题，同学的答案均为：“小

鱼、小燕子、牛”。最后，抛出了问题“小壁虎最后借到尾巴了

吗？”，学生们在梳理故事情节的同时，发现了不同尾巴的作用，

找到“小壁虎的尾巴会再次生长”出来的答案。在这样的教学活

动中，教师采用问题串，将课堂教学内容串联起来，引导学生思

考问题、梳理故事情节、总结课堂内容，有效锻炼其想象思维能力、

学习思维能力。

（四）情感渲染、角色演绎：有效构建多元思维体系

与单调的知识讲授相比，情感更能打动学生的心灵，调动学

生的学习情绪，引起情感共鸣，从而提升其思维能力。为帮助学

生阅读课文，教师应发挥情感铺垫、情感渲染的作用，帮助学生

构建多元思维体系。例如，在讲解《动物王国开大会》这节课时，

此篇课文属于故事类文本，教师可让学生们组建话本剧小组，重

新改编课文，由大家自选角色扮演。在改编过程中，教师可给予

学生一些提示，帮助各个小组改编故事情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为狗熊，在收到老虎的信息传递指令后，因为粗心大意的性格，

来回跑了多次才完成通知任务。所以，对于扮演主人公的学生，

教师应提示其分析狗熊个性，适当地增加表演细节，展现主人公“忘

东忘西”的性格。在获得提示信息后，各个小组展开了交流和讨论，

分析了不同角色的特点，并适度地增加了动作和对话内容。最后，

各个小组根据故事情境，主动地分配和演绎角色。在角色扮演场

景中，学生们的积极情感被调动起来，进一步拓展了阅读思维，

自由地构建多元思维体系，提升阅读思维能力。

（五）趣味评价、激励成长：有效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教育的本质不应局限于传授知识，更应注重鼓舞、唤醒和激励。

在阅读评价焊接，教师应根据低年级学生特点，追求评价的趣味

性和鼓舞性，激励学生成长。具体而言，教师应将正能量内容融

入评价环节，引导学生远离懈怠、失望、偏激情绪，做到多肯定、

多鼓励。对于概括内容的评价，若一味让学生阅读，缺乏专门的

指导，很难让学生掌握此项技能。对此，根据学生的故事概括情

况，教师可通过运用多种语言评价方式，给予学生提示。对于故

事情节的概括，若学生不能表达清晰，只找到主人公时，可以评价：

你很棒，找到了故事主人公，能不能说一下这件事的结果？在学

生流畅、精简地叙述时，可以评价：不愧是读书高手，靠自己的

力量就能完整叙述前因后果。这样的评价，既能够给予学生鼓舞

和支持，又能帮助其矫正。同时，在评价活动中，教师应善于运

用体态语言，将无声评价与有声评价结合起来，通过连续点头、

拍打肩膀、竖大拇指、鼓掌等方式，肯定学生的优越表现；对于

出现问题的学生，教师应给予真切的关怀、真诚的鼓励。利用这

些简单、质朴的肢体语言，教师可在无形中传递内心的期待和情感，

带领学生健康成长。

四、结语

综上，思维能力是其他能力发展的前提。针对低年级学生的

特点，教师可通过把握教学节奏、善用现代技术、导入问题串、

开展扮演角色、实施趣味评价，全面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使其从

小乐思、会思、勤思，提高其阅读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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