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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引领，徜徉书海
——试论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农　凡 

（富宁县第三小学，云南 富宁县 663400）

摘要：近年来，随着《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等文件的出台，素质教育逐

渐成为小学教师教学工作的重点。阅读作为语文学习的之本，亦是学生发展之魂。现阶段学生身心发展尚未成熟，对语文的认知还存在

一定局限性。因此，在现代素质教育中，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要立足学生学情，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培养学生阅读兴趣，进而推动

教学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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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教育部门对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阅读作为语文学习之“本”，亦是学生能

力发展之“魂”，其对学生情感认知、核心素养的培育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从目前教学情况来看，受传统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

部分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对其

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并未过多涉及，使得学生思维发展受限，

对文章情感把握存在断点。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小学语文

教师要秉持“以生为本”的教育方针通过对课程标准、教学内容

的深度剖析，依托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有效提高学生阅读兴趣。

在此过程中，教师还要依托信息技术的优势，向其展示多种形式

的优秀文学作品，拓宽学生知识视野的同时，激发其情感认知，

进一步推动小学语文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阅读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

（一）培养学生终身阅读的学习理念

目前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籍种类丰富、韵味十足，包含了各

个方面的知识，对其道德情感、思想认知的培育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现阶段小学生正处于行为习惯养成的黄金时期，多阅读、

勤阅读有助其拓宽其文化视野，积累知识，增强对世界的认知。

这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而且阅读过程中遇到生词、

难句也会利用工具书进行理解与记忆。久而久之，小学生在反复

地记忆和理解中不断地学习进步。

（二）丰富知识阅历，培养学生语文素养

从目前学生阅读情况来看，思想认知的不成熟，使得他们的

阅读狭窄，对生活缺乏有效的认知，加之阅读量的贫瘠，学生写

作能力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对此，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不仅可

以提升他们对生活、对常识的知识积累，而且通过摘抄好词、好句，

能够为他们的作文提供了更宽广的素材，使其在写作文时，有更

多的选择。不仅如此，教师还要注重课外阅读的渗透，利用课内

外资源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帮助学生运用和巩固知识，从而加

速其阅读兴趣的建立。

（三）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后天的努力决定先天的性格，小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

更是一个时代的映照。为此，在学生阅读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思

想道德教育的渗透，利用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增强学生情感认知，

使其在阅读过程中感受文中每位人物的性格魅力，并在此过程中

产生一种与书中人物或情节相似的道德品行，从而使他们能准确

区分什么是善恶，什么是雅俗。这不仅能够陶冶小学生的情操，

同时也使他们的思想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促进其道德品质的提

升，为其日后身心发展增添了一份保障。

二、阅读兴趣培养原则

（一）以学生为主体原则

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使得小学教师教学工作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要秉持“以生为本”的教育方针，

立足其情感认知、身心发展需求，选择合适的文章，并设计多种

形式的阅读情境，引导其自我阅读、有效阅读，使其在阅读过程

中被文章情节所吸引。不仅如此，教师还要注重自身角色地位的

转变，由传统的“教学主导者”变为“知识引导者”，通过问题

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激发其主人角色意识的同时，为其阅读兴趣

的培育奠定基础。

（二）以兴趣为驱动原则

兴趣作为学生学习的“催化剂”，在其日后学习、发展过程

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阅读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不仅需要学

生有一定的能力基础，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阅读兴趣。教师在开

展教学工作时要立足于学生发展需求，设计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

改善阅读氛围，吸引学生阅读积极性。在此过程中，教师还要结

合学生兴趣爱好、情感认知，选择灵活生动的文章，保证学生阅

读积极性的同时，促进其阅读能力的提升。

三、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具体对策

（一）借助想象翅膀，促进阅读兴趣培养

小学生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也是现阶段他们的优势，

而教师要抓住这一特点，将其有效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并借助阅

读教学，放飞学生的想象力，将他们的好奇心转化成阅读兴趣，

从而促进语文核心素养的形成。

以《鲁滨逊漂流记》一课为例，教师可以设置几个问题，引

导学生进行思考。例如：当鲁滨逊流落荒岛，他的心态发生了哪

些变化？而他又遇到了哪些问题？学生阅读过程中，教师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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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信息技术的优势，将故事情节进行拓展，帮助学生构建一个相

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此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将故事某一情节进

行去除，让学生对后续情节进行想象。例如：鲁滨逊没有解救野

人“星期五”，后面剧情会发生什么变化？鲁滨逊没有顺利解救

船长，他又该怎么回到英国？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将学生构建

出来的情节编创成舞台剧，由其进行表演，台下学生要根据剧情

走向是否合理来进行评价。在这种学习模式下，学生在老师的讲

解下，被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促进了其阅读兴趣的培养，而且

在学习内容的驱动下，还可以使其产生一定的阅读欲望，以达到

良好教学目的的同时，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二）依托情境创设。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情境创设作为一种基础教学手段，其表现力丰富、灵活性强，

而且能够与其他教学手段进行融合，刺激学生体验和感受的同时，

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因此，教师要合理利用情境教学法，根据

学生兴趣爱好制定针对性情境方案，从而实现教学目的。

例如教师在讲解《传统节日》一课时，教师可以以“春节”

为例，借助多媒体播放各个地区春节的风俗活动，为学生营造良

好的学习氛围。随后，教师可以向学生们讲解春节的由来以及年

兽的民间故事，使其在进一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之后，教

师可以以此为切入点，鼓励学生对其他节日进行学习，并借助图片、

影像等教学工具强化学生情感，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阅读兴趣，

为其日后阅读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三）加强作品联动，拓宽学生阅读视野

学生作为语文课堂的“主角”，也是教师阅读教学工作开展

的关键。对此，素质教育视阈下，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

工作时要秉持“以生为本”的教育方针，加强课内外作品联动，

拓宽学生语文视野的同时，加速其阅读兴趣的培养。

例如教师在讲解《小英雄雨来》一文时，可以与《童年》《爱

的教育》进行联动，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这三本书主要讲解了

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生活，其蕴含的情感浓厚，符

合现阶段学生认知。为此，语文教师首先可以简单地介绍三本名

著的情节概要，使学生对每一本小说的故事梗概、时代背景有一

个初步的印象，为后续阅读学习铺路。随后，教师可以以《童年》

一书为例，先带领全班学生阅读本书简介，使其了解书中主角“阿

廖沙”（作者本人）四岁到十一岁的童年生活遇到的一些事情。

阅读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思维流程图帮助学生对文章情节发展

进行简单的梳理，使其准确地把握文章中心。随后，教师可以将

学生分成多个小组，并利用思维流程图开展“群学阅读”，让学

生以故事情节为线索，对文章中每个人物性格特点进行总结。同时，

教师也可以借助相关影视作品，帮助学生抓住文章关键词、中心

句，强化其情感认知。最后，教师可以将《童年》与《爱的教育》

进行对比，并让学生分析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格，由此激发其

阅读热情与审美能力，促进自身语文思维能力发散的同时，进一

步提高阅读能力。

（四）巧借单元整合，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从目前语文阅读教学工作开展情况来看，受传统应试教育理

念影响，部分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时过于注重教学内容以及课程

标准的要求，将文章知识拆分讲解，虽然保证了教学质量，但枯

燥死板教学模式使得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发展受到影响，加之现阶

段学生思想道德、情感认知的尚未成熟，长时间处于被动学习地

位不仅影响了自身阅读兴趣，而且还会消磨自身学习积极性，进

而影响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工作时要立

足于学生身心发展所需，依托主题式单元阅读的优势，促进其阅

读能力的个性化发展。

以部编版五上第一单元为例，教师可以从单元导语入手，使

学生把握本单元文章主题。随后，教师可以采用对比教学法，根

据单元主题、文章内容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展开阅读。以《桂

花雨》《落花生》为例，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这两篇文章都是

在对某一事物进行描写，写作手法、作者蕴含的情感有什么区别

呢？读完这两篇文章后你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学生思考过程中，

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对文章的关键句进行品读，感受二者蕴含情感

的异同，并借助多媒体帮助其从写作技巧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进

行剖析，从而加深对文章内容、情感的理解。

（五）优化课堂评价，助力学生多元发展

教学评价作为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中一项重要环节，是对

学生现阶段学习情况的总结，教师教学工作的反馈。对此，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思路，优化评价体系，实

现全程育人的同时，促进学生情感认知个性化发展。

首先，教学评价要具备实时性。传统的评价体系下，教师过

于注重学生考试成绩，忽略了其兴趣、能力等方面的养成，使得

评价体系跨度大、时间间隔长，加之千篇一律的评价建议，致使

学生情感认知发展受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对此，教师可以借助微课的优势，根据学生学习能力、情感认知

的不同设计多种形式的评价标准，并将其贯穿于整个阅读教学中，

并针对学生阅读方向以及兴趣爱好为其推荐合适文学作品，保证

其课堂参与度的同时，提高其阅读效率，彰显教学评价的育人目的。

四、结语

由此可见，在小学语文学习中，阅读兴趣的培养尤为重要，

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应充分发挥自身主导作用，利用多元化教

学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同时，教师还要

针对学生行为认知的不同制定针对性学习方案，拓宽学生阅读视

野，提高其阅读技巧，进而为其日后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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