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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沈銮涛

（山东省泗水县泗张镇北陈小学，山东 泗水 273200）

摘要：我国教育部门于 2019 年联合文化部和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指出

中小学应积极组织开展书香校园创建活动，结合校园文化，经常开展课外阅读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阅读兴趣、阅

读习惯等有效阅读能力。由此可见，课外阅读在中小学学生培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能够有效帮助他们提升自身文学素养，形成良好的

人文精神，对他们的长远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开展课外阅读活动，为他们带来精神和心灵层面的熏陶，成为了

每一名中小学语文教师都不得不深思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个人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期能对其他语文教师开展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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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课改全面实施以来，教育界对于核心素养的重视程度

日益提升，语文作为小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科目，无疑对他们核

心素养的养成具备极大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学生而言，阅读理

解能力是很关键的能力，良好的阅读能力不仅能帮助他们快速理

解文本内容，还能帮助他们在和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更好地理解

别人的意思，不仅如此，长期坚持课外阅读习惯还能在潜移默化

间提升他们的文学积累，为他们以后更加深入地学习语文奠定基

础。笔者一直在探究如何有效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开展课外阅读活

动，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一些心得和体会，接下来将对此展开详细

阐述，如有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一、课外阅读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念

小学阶段是学生刚刚觉醒自我意识的时期，也是他们正式接

受系统性的教育并形成各种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他们

如花草渴望雨露般渴望知识，而课外阅读无疑是在课堂之外给他

们带来知识的重要途径。我们一般会在小学阶段为他们推荐一些

故事情节设定、文体方面偏向于真善美方向的阅读刊物，这能够

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方面对他们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利用阅读材料中传达的正面价值观进行熏陶，促进良好价值观念

的有序化形成。

（二）有利于写作和阅读能力的提升

小学生在写作这一块一向大为头疼，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心智

尚未发展成熟，在词汇、语言、句序排列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难以写出流畅的文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素材积累量太少，导致

他们在写作文的没有素材可写，只能网上硬凑字数。引进课外阅

读板块则可有效改善这一问题，在长期的课外阅读中，大量的文

本内容会输入到他们的脑海中，再加上读书笔记的书写，这会在

无形之中强化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让他们在文章的流畅性方面

获得提升；其次，在阅读的过程中学会积累下大量的素材，他们

本身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不断的思考，这些在思考中得到的感悟

和体会在写作时就是最宝贵的素材，能极大地提升他们所写文章

的文学性和情感感染力，促进他们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的有序化

提升。

（三）有利于语文学习兴趣的提升

阅读是一个享受的过程，我们不可能走遍世界上每一个地方，

看遍每一种风景，经历过每一种人生，但是我们却可以在阅读过

程中让学生了解到这些，在一段段人生经历中获得思考，在一处

处风景描写中仿佛身临其境，在一处处旅行笔记中跨过名山大川。

因此，课外阅读能让他们逐步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从而爱屋及乌，

由喜欢课外阅读延伸到喜欢语文学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语文

学习之中。

二、当前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开卷有益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于是很多学生在阅读

的过程中看到书就想读，但是并不是所有书都对他们的身心成长

有益处，有很多阅读素材本身的内容不适合小学阶段的学生阅读，

但是由于缺乏家长、教师以及学校的有效监管，导致很多不适合

他们阅读的内容出现在了小学生的阅读视野中。

首先是各种无意义的小说，在学校周围存在不少书店，有些

无良商家会为了吸引学生前来阅读，在书店中放置了很多恋爱轻

小说和充斥着暴力色彩的作品，对于缺乏辨识能力的小学生来说

这些内容很危险，他们很容易模仿书中的内容而走上弯路。其次

有些家长没有正确认识到学生的认知规律成长特点，为学生买一

些哲学、人生思考类型的文学作品，虽然对于学生来说并没有坏处，

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缺乏人生阅历，不能很好地理解作品中所传达

出来的处世思想和人生态度，等同于浪费了大量时间却毫无收获。

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学生课外阅读的质量。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课外阅读的实践策略

（一）从教材入手，养成课外阅读习惯

课上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教师若想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需充分利用课外无限的阅读时间，借此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

但是，很多学生在课外阅读时经常陷入不知道读什么的境地，从

而严重阻碍了他们培养自身课外阅读习惯。为此，教师可从教材

入手，对课文内容进行充分延伸。首先，教材之中有许多文笔、

构思、布局、写作手法都十分精髓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有的是从



016 Vol. 2 No. 04 2020理论热点

某一本名著之中节选出来的，有不少学生在学习完这些文章之后

会产生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此时教师则可适时引导，将这些文

学著作推荐给他们阅读，让他们在文学名著中体悟更多精彩的内

容，在阅读完整本名著之后又能反过来加深他们对教材文章的理

解程度，两者实现互相争相促进作用。其次，语文教材编撰是十

分讲究的工作，大部分文章都是出自于那些思想深邃的作家之后，

他们将自己为人处世哲学和自己的人生思考付诸于书面，教师在

带领学生学习这些文章的过程就是在和这些伟人进行思想上的对

话，因此，教师可根据教材文章为学生推荐相应作家的作品，让

他们进一步在课外阅读中提升自身思想深度。

例如，在学习《北京的春节》这篇文章后，教师可引导学生

阅读老舍先生的《林海》，从而使其更好地理解老舍先生的思想。

通过拓展教材内容，学生可逐渐明确课外阅读方向，并对课堂所

学内容进行有效补充，进而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在学生进行课

外阅读时，教师可针对其遇到的问题进行点拨，使学生能提高课

外阅读质量，更好地品味课外作品的深层思想内涵，从而在无形

中养成良好的语文课外阅读习惯。

再如，我带领学生学习完《少年闰土》这一课之后，他们

对于主人公和闰土总是念念不忘，不少学生总是问我后面他们

两个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各自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轨迹。于是我

便将鲁迅先生的著名作品《故乡》推荐给了他们，让他们自行

在课下通过阅读慢慢品鉴。他们在阅读过后对我说感觉闰土后

来的人生变化有些让人心酸，社会大环境实在是个人难以反抗

的力量，旧社会对于人性的扭曲令人窒息。虽然他们总结得还

不是很到位，但是已经尝试在文学作品中渗透自己的思考，养

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完善阅读环境，营造良好阅读氛围

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需要在完善的阅读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来。

为了为学生创造完善的环境，教师可首先在班级营造自由、舒适

的绿色氛围，一般来说学生在课间都愿意阅读一些课外书籍，在

以往他们都会选择漫画之类，虽然能带来一时的精神愉悦，但是

从长远来看对于语文阅读理解能力并不能带来提升。为了让他们

在课间能够阅读质量和内容更加优良的书籍，语文教师可在班级

内设立“读书角”，鼓励他们将自己阅读过并认为优质的书籍带

到班级里，统一放到读书角的书架上，并组织专人对图书角进行

借阅书籍和存放书籍记录，在班级内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型图书

馆”。其次，教师可和校方进行申请，将每个月的最后一节语文

课作为阅读课，带领学生来到学校图书馆进行自由阅读，在这节

课上学生可在图书馆挑选自己喜欢的任意书籍进行阅读，只要在

原则上能够起到拓宽视野、增强文学积累的书籍都可以，让他们

在兴趣爱好的驱动下投入到课外阅读活动之中，为他们培养出终

身阅读的习惯。除此之外，校方还可以联合政府部门做好学校周

围书店环境的净化活动，定期检查学校周围书店的书籍情况，将

那些于小学生身心成长不利的书籍下架，为他们营造良好的阅读

环境，免受不良课外书籍的侵害。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经常举

办一些读书交流会、亲子共阅读等课下阅读活动，打造家庭、学校、

周边书店于一体的良好阅读环境，在全民阅读的氛围中激发学生

对于阅读的积极性，在绿色阅读氛围中促进课外阅读活动的有序

化开展。

例如，我在培养学生对于课外阅读的兴趣时，常常会组织他

们在课下开展阅读活动，阅读心得交流会是一种良好的形式。小

学生普遍具有喜欢分享的习惯，于是我便从这点着手，每周五最

后一节课语文课的授课活动结束之后，利用剩下的课堂时间让他

们互相之间交流下本周课外阅读心得，互相推荐下自己认为很精

彩的书籍，不少学生会在交流中发现有人在和自己读同一本书而

谈性大起，在欢声笑语中表达着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切实提升了

他们对于课外阅读的兴趣。

（三）制定合理计划，丰富课外阅读内容

小学生的记忆力很强，在此时期进行大量阅读可为他们之后

的语文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提升课外阅读质量，教师应结合

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识储备为其制定合理的阅读计划，从而提升

他们的课外阅读效率，帮助学生更好地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在

实际教学中，教师每周可抽出一些时间对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指导，

还可教授给他们一些查找资料的方式，提升他们搜寻优质课外读

物的能力。例如，当前学生阅读完某一篇课外读物后，教师可鼓

励他们利用互联网搜寻作者的生平、写作背景等内容，而后结合

自己的喜好选择类似的作品进行阅读。通过此方式，学生的阅读

量将得到巨大提升，这对其之后的语文写作有很大帮助。

四、结语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此，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重视对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教学，帮助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利用科学有效的引导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助力他们的未

来发展，在他们的人生画卷上涂上一抹属于阅读的炫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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