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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阅读点亮学生精彩人生
——刍议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培养策略

杨　瑾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小学，江苏 连云港 222042）

摘要：随着课程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提升小学阶段学生的阅读能力逐渐成为教师的教学工作重点之一。通过阅读，学生能更好地

认识这个世界，陶冶自身情操，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由此可见，语文阅读教学对小学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小学正

是培养学生养成良好思想情感、兴趣爱好的关键时期，教师可借助语文阅读帮学生更好地理解所读文章中人物的精神内涵，借此对学生

的道德品质产生正面影响，这对其之后学习更深层次的语文知识、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水平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针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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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并不是单单指学生对文章内知识的掌握，还包含他

们对文章内人物形象及作者情感的理解，这种能力会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学生对世界的认知。学校师生要共同努力，及时发现阅读

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以此对相应问题进行深入、精确的分析。

一、培养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意义

阅读与识字关系密切，这里的所谓的识字并非单纯地认识字

形，而是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字的深层含义。汉字文化源

远流长，很多汉字存在一音多意、一字多音的情况。学生只有通

过大量阅读，方可更好地掌握词语的正确读音。例如，“重复率”

和“重量级”这两个词语中的“重”便拥有不同的读音和字义。又如，

在《我要的是葫芦》一文中提到了“挂着几个葫芦”，这里的“挂”

也并非单纯指将某物悬吊在某位置，而是指“生长出”。识字需

要学生大量阅读，这样方可帮助学生建立更加丰富、牢固的汉字形、

音、义知识库。由此可见，通过发展学生的阅读能力，可切实提

升其识字效率，这对发展其语言综合水平、语文学习质量有重要

意义。

阅读能力的强弱可在无形中影响学生对美的感知水平，会对

学生领会更深层次的思想道德内容产生较深影响。在学生阅读的

文章中，每篇都包含了作者深切的思想情感，他们可以通过阅读

感受到文章所承载的思想内容，这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有重要意义。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抓住文章内的

关键词句，使其更好地体会人物形象，借此帮助学生养成热爱祖国，

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优良品质，在无形中

提升学生的情操。例如，在阅读《小英雄雨来》一文后，学生能

了解到小英雄雨来抗日的故事，从而被雨来的机智、爱国等英雄

气概所打动，见贤思齐。

二、培养小学生阅读能力的现状

（一）应试教育思想严重

很多教师深受传统阅读教学观念影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引

导学生学习文章中的字词知识，缺乏对其情感方面的教育，学生

在阅读课堂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体现。此外，受应试教育观念影响，

教师会主动跳过一些“非考点”教学内容，这就导致学生的阅读

过程并不连贯。同时，教师很少主动为学生扩充阅读范围，学生

几乎难以在课堂中阅读到与考试无关的课外书籍，不利于他们扩

宽阅读思路。此外，部分教师过于重视考试成绩，导致学生只能

将大部分精力花费在应对语文考试中，难以抽出时间和精力进行

课内外阅读。

（二）阅读兴趣不甚高涨

当前很多学生都是“被迫”阅读，难以从语文阅读中感受到

快乐，他们很少会和文章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同时，

很少有教师会对学生所读文章中的关键词句进行划分，导致学生

难以找到阅读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

解，阅读主动性也在无形中被消磨殆尽。此外，部分教师的应试

思想严重，导致学生难以从阅读课堂中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影响

了他们阅读兴趣的发展。

（三）阅读内容较为单一

当前，学校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为提升本校学生的升学率，

学校会更注重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不是引导学生进行大量课

外阅读，提升阅读能力。小学生自我人格尚未发育完全，他们很

容易受到教师、学校的影响，从而养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阅

读习惯，他们中的部分学生甚至会认为阅读课外读物是“不务正

业”“毫无用处”的，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学生很少主动扩宽

阅读范围，导致其阅读内容非常单一。此外，部分学校虽设有图

书馆，但其中优秀的书籍数量非常有限，这也是限制学生阅读丰

富度的一大因素。

（四）阅读环境枯燥无趣

在进行自主阅读教学时，很少有教师会将先进的教学手段应

用到自己的授课过程中，这就导致学生很难在一种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进行语文自主阅读。枯燥的阅读环境难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融入到文章内容当中，不利于他们理解文章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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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此外，在语文自主阅读课堂中，学生最常接触的阅读材料

便是课本，很少有教师会为学生提供其他优质的自主阅读材料，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进行自主阅读的范围，对其形成良

好的自主阅读能力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三、培养小学生阅读能力的策略

（一）以趣味之阅读情境，昂扬学生阅读之欲望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可借助多媒体设备等手段，将阅读内容

进行具象化处理，为学生构建一个生动的阅读情境，帮助他们更

加高效地将自身带入到阅读氛围中，使学生能够从主人公的视角

思考问题，这样对他们更好地把握文章主旨以及作者的思想情感

会产生很大帮助。在播放视频时，教师可通过暂停、慢放等功能，

控制多媒体视频的进度，帮助学生更仔细地观察视频内容，提升

其阅读主动性。此外，教师还可通过在教室墙面上悬挂装饰物、

画制黑板报等方式为学生构建阅读情境，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

阅读情境中。在情境模式中，学生可以从阅读中感受到较强的趣

味性，使其参与到阅读中的阅读兴趣得到有效培养。

例如，在引导学生阅读《曹冲称象》一文时，笔者从网络上

下载了一段关于曹冲称象的视频，并在课堂中进行了播放。在学

生观看多媒体视频时，我引导他们尝试从曹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并设身处地进行思考：如果站在大象旁边的是自己，该如何解决

此问题。为了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曹冲称象的原理，在学生观看

视频结束后，我为他们准备了一桶水、一些砝码和一个形状不规

则的玩具。而后让学生按照课文中描述的步骤对玩具进行称重，

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古人的智慧，加深对文章中主人公善于动脑的

理解。通过构建生动的阅读情境，教师会在无形中激起学生的阅

读兴趣，还能使其更加深入地理解文章内容，这对学生之后学生

更深层次的语文知识有巨大帮助。

（二）借思维脑图之风，扬起阅读理解之帆

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能力有限，在阅读一些具有较强逻辑性

的文章时，很容易出现理解困难、思路混乱的现象。这并不利于

学生对阅读内容从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因此，教师要帮助学生寻

找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加深学生与文章内在情感的联系，使其能

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所读文章的内在精神，以此影响自身思想

道德品质的构建。思维脑图能有效帮助学生梳理所读文章的逻辑，

此外，具象化的思维脑图能让学生对整个文章的架构做到一目了

然，这样可大幅降低学生的阅读难度，提升他们的阅读信心。

例如，在讲授《丑小鸭》一文时，学生可结合自己的理解将

文章内容具象化地呈现在纸上，通过线条、颜色等形式将阅读文

章的关键词汇联系起来，以此加深对“文章主人公”丑小鸭的理解。

在阅读中，学生可以结合丑小鸭的前后经历得出，不要因为外界

看法否定自己的坚持，要相信自己，通过不断努力改变现状，最

终成为一个优秀、自信的人。在阅读时，学生可能会注意到，作

者在描述丑小鸭出生前的蛋时，用了“特别大”来形容，这也暗

示了丑小鸭与其他鸭子的不同之处，为之后其变成白天鹅埋下了

伏笔。在学生制作思维脑图时，教师要提醒学生将所有关键词汇

全部融合进来，针对有疑问的词句可做出标注，在阅读完文章之后，

学生可再次对思维脑图进行梳理。通过此方式，学生的阅读理解

能力将在无形中得到巨大发展。

（三）以课外活动之光，照亮学生阅读视野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教授学生阅读教材内文章与课外文章时

的阅读方式是大不一样的。在阅读课内文章时，教师主要解决学

生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陌生字词，需要学生对阅读内容进行反复阅

读，甚至还需他们将重点段落进行背诵。但是，学生在进行课外

阅读时却大不相同，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进行有目的的阅读，

阅读自由程度非常高。因此，教师需经常开展一些课外阅读活动，

借此帮学生开拓阅读视野。在活动中，学生可以凭借兴趣进行自

主阅读，以此拓宽自己的课外知识储备，让自身的文化底蕴变得

更加深厚。

在为学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目时，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年龄及兴

趣特点，为其有针对性地推荐富于教育意义的书籍。此外，由于

语文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教师可为学生推荐不同学科的书籍让学

生阅读，比如自然社科类、文学名著类等。鉴于小学阶段的学生

理解能力有限，教师可从童话类书籍入手，在课外阅读活动中为

学生推荐《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故事读本，此外，《郑

渊洁童话》也可有效丰富小学生的阅读内容。除此之外，教师可

结合不同学生的兴趣为其有针对性地推荐书目，例如，对于那些

喜欢科学及自然探索的学生，教师可推荐《十万个为什么》《大

英百科全书》等阅读内容。部分学生喜欢文辞优美的散文、诗歌，

教师可为他们推荐冰心的《繁星·春水》等书籍，以此将学生更

加深入地引入到阅读活动中，拓宽他们的语文阅读视野。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若想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教师可从学生的阅读

兴趣培养、理解能力提升以及拓宽阅读范围等方向入手，借此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阅读习惯，逐步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知

识体系，这对学生阅读水平的全面提升有重要意义。阅读能力的

养成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师生共同努力，这样学生的语文阅读质

量将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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