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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探究
——从被动阅读到主动悦读的嬗变

郭新红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黄山实验小学，山东 滨州 256200）

摘要：小学生通过阅读，不仅可以获得认知方面的提升，而且还能促进思维方式的转变，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表达能力的增强。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小学语文教师既要重视阅读教学，还要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去思考，去表达，促进他们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

也让他们享受阅读的乐趣，最终达到增强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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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有效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真正将学生看成是教学

的主体，并在此过程中，以小学语文核心素养为着力点，进行相

应课程的设置，真正让学生在此过程中，掌握语文知识，养成良

好的思考习惯；让学生的语言建构能力得到增强，促进小学语文

阅读教学的有效性。

一、小学语文核心素养个性解读

（一）学生语言的积累、运用和理解能力

在小学语文阅读中，学生需要主动积累相应的语文知识，而

且还需要进行相应语文知识的整理，让学生更为深入地理解语文

知识，并进行相应语文知识的表达，最终达到提升学生语言建构

能力，以及运用能力的双重目的。

（二）学生的思维能力

表达方式往往蕴含着思维习惯。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

中，应注重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入手，进行相应的文字介绍，并真

正锻炼学生的语文综合学习能力，获得良好的语文教学效果。

（三）学生欣赏美、表达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语文是一门文字性的学科。文字中不仅展示了语言的辞藻美、

意境美以及思想美，而且还促进学生美学素养的提升，也让他们

在此过程中，学会运用语言描述美，表达美，提升学生美学的感

受能力。

（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汉字的组合构成文章。文章是

作者思想的流露，也是中华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通过无数个大

大小小的故事，小学生可以从中受到启迪，受到感悟，真正感受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此同时，教师发挥教学的主导作用，并

适时地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引导，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也

让他们结合实际的需要，辩证性地看待相应的文化故事，促进他

们思维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小学语文核心素养教学意义

（一）提升学生的语言综合表达能力

文字是学生语言学习的基础；表达是学生语言学习的表现形

式。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真正从语文的特性入手，进

行语文阅读教学，让学生结合相应的语境，学习文字；根据对文

字的理解，进行相应语境的解读，真正让学生获得文字解读能力

的提升。与此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相应的表达，并注重培

养学生组词、组句以及口语表达的能力，最终促进学生综合语言

表达能力的提升。

（二）促进学生正确思维方式的形成

学生在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上，会进行相应的思考，从而对

文本中的内容进行合理化的诠释，最终达到提升个人思维能力的

目的。在开展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提出相应的

问题，或是让学生分享相应的思考成果，并在此过程中，真正锻

炼学生的综合表达能力，促进学生语文思维能力的提升，也让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高效性。

（三）培养学生对美的赏析能力

提升学生对美的赏析能力，教师既需要夯实学生的语文基础

知识，又需要通过引导的方式，让学生感受语文学习的乐趣，并

在思考的过程中，获得语文学习的成就感。更为重要的是，在语

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阅读能力，既要

让学生感受到语文文字的美，又要让他们懂得思考，受到文本内

容的启迪，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

（四）推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时代的不同，应用场景的不同，人们对于文化的认知存

在不同的变化。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深入解读传

统文本意义的内涵下，真正将这种内涵与时代接轨，与学生的思

维方式联系，让学生从多元的角度，看待文化现象，促进学生正

确价值观的确立，也让中华优秀文化，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身上

得到继承和发展。

三、基于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阅读教学策略

（一）采用合作教学法，培养学生的思辨意识

合作性的优势在于充分运用每个人的思维独特性，为学生搭

建“交流的舞台”，让他们表现自己，在增强其心理素质的同时，

最终达到增强学生思维思辨性的目的。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而言，

大部分学生的思维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们的思考往往基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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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验。每个学生的生活经历各有不同。这也为学生思维的思辨

性创造条件。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教师可以构建合作机制，让学

生围绕某一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究，让学生根据个人生活经验，

进行相应的表达，让学生真正从他人的观点中获得灵感，从维护

个人的观点中深入思考，促进他们思辨思维意识的形成。

以《两小儿辩日》这篇文章为例，教师认为两小儿辩日的内

容具有较强的思辨性。这也是开展合作交流的良好契机。与此同时，

教师让学生阅读本文，并挑选出个人认同的观点。学生的观点如

下：一部分学生赞同第一位小孩的看法，另一部分学生赞同第二

位小孩的看法。这为学生之间的辩论创造条件，也有利于学生思

维思辨意识的形成。在具体的教学操作中，教师将本班学生分成

两派。第一派认可“太阳远大近小”；第二派认为“太阳近大远

小”。与此同时，教师将这两大派进行分组，并保证不同小组之

间语文综合学习水平的公平性，同一小组不同学生之间语文学习

水平的差异性。学生一说：“我认为太阳近大远小。因为，只有

我们靠近火炉时，我们才能感受到火炉的温度。只有在中午时，

我们才会感受阳光的温度。”学生二说：“我认为太阳近大远小。

当我们离一个物品越近时，我们才会观察得更细致，看得更为全

面。这说明在近处时，物品本身是大的。”在学生激烈的辨别中，

教师适时地引导说：“太阳大小，会因我们而变大，或是变小吗？”

学生恍然大悟。教师开展合作教学的模式，让学生在与人交流的

过程中，增强他们思维的全面性，获得良好的小学语文教学效果。

（二）应用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做到“三个了解”：了

解教学内容，了解教学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并在此基础上，

设计相应的课程，及时预见学生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

他们的表达，进行相应的引导，促进学生良性思维方式的形成，

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为了达到上述效果，教师在教学的过程

中，可以通过多媒体，构建文本中的意境，增强课本内容的沉浸感，

提升学生的文本理解能力，也让他们在教师的引导下，获得正确

的价值观。

例如，在进行《石灰吟》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在了

解古诗背景的前提下，了解相应的古诗内容的过程中，并将对文

章的理解，与多媒体教学特点进行巧妙地结合，打造具有意境性

的课程模式，让学生在观看多媒体视频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古诗

的内容，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本文的论述

过程中，教师注重从石灰所展示的性格入手，进行相应内容的论述。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首先，展示情景。教师运用多媒体，展示

石灰的打磨过程。其次，深入解读。因为学生通过观察，了解了

石灰在制作过程中面临的艰难，并在此过程中，深入理解了古诗

中的深刻内涵。再次，开展交流。教师让学生真正独立地进行相

应内容的阅读、理解、学习和思考，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促进

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最后，教师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学生的

思考结果。教师说：“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为了彰显个人

的高尚节操，以石灰作为相应的描写主体。”小兰积极地举手说：

“我十分喜欢石灰不怕千难万难的品质。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由多

种不如意构成的，当然，也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我们要能够忍

受人生中的种种责难，才能真正让磨难将我们打造成为更好的人，

更为认真地面临人生中的风风雨雨。”通过运用多媒体的优势，

并将其与教师的教学特色进行结合，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教师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获得良好的多媒体教学效果。

（三）使用生活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

文字可以雕刻生活。语文是语言性的文字，是一种与生活十

分贴近的学科。教师可以真正引导学生以个人的生活经历为“引

子”，进行相应文本内容的解读，真正让学生敢于表达，并运用

个人的情感体验，或是生活体验，加深对相应文本的认知，也让

学生在表达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真正推动学生提

高表达的感染力和逻辑性。

以《鲁滨逊漂流记（节选）》为例，教师发现此部分内容中

的文眼具有一定的哲理性，且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为此，教

师将生活化教学方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课堂的授课中，让学生

在畅所欲言的同时，真正理解作者的所思所想，也让学生的表达

获得增强。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教师可以让学生在理解文章内容

的前提下，让学生联想个人的生活，并进行表达，激发学生的表

达热情。本文注重让学生从如下的句子中进行诠释：“在最不幸……

的事情。”在展示上述句子后，教师可以让学生从个人生活的角

度，进行阐释。在此，教师鼓励学生表达。小陈说：“我们在生

活中可以辩证地看待事情。一件事情像是硬币的两面。我们既要

看到其中的优势，又要了解其中的不足，真正懂得一分为二地看

待问题。”小罗说：“我们的生活是由幸福和不幸构成的。我们

既要懂得珍惜幸福，又要能从不幸中获得心灵的历练，不断地获

得成长。”小韩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需要面对很多的不幸。

我们不能自怨自艾，沉溺其中，而是需要从中找出相应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真正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更为深入地

进行相应策略的制定，并懂得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提升个人应

对未来挫折的能力。”小学语文教师引入生活情景，创造表达舞台，

打开学生的话匣子，促进他们表达能力的提升。

总而言之，在提升学生阅读能力的过程中，教师应真正从学

生的角度入手，在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相应课程的设置，

真正让学生在此过程中，促进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促进他们

思维能力的提升，发挥语文教学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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